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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优化能源利用结构，北京市制定了为期五年

(2013～2017)的工作方案和目标，计：蛇UgJJ2015：W-．；}1：12017年将全市燃煤总量控制

在1500万吨和1000万吨。作为传统重工业区，石景山区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最终

完成了既定的目标，实现了该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石景山区佃秉uJ区

文l文献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 岳林华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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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煤区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重要讲话精神、治理大气污染的重大举措，

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要

决策部署。石景山区是首都传统重工业区，也

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工业用煤量大，民用散煤

普遍，无煤区建设任务艰巨。在多年努力的基

础上，按照市委、北京市政府关于“石景山区

要提前一年基本实现无煤区目标”的要求，区

委、区政府组织强力攻坚、多措并举，到2016

年底压减燃煤99．3％，基本建成全市第三个无

煤区。百年重工业基地实现了彻底转型，取得

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先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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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效显著
作为全市用煤大户，石景山区通过产业

转型带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主力能源从燃

煤、石油等传统能源向燃气等新型清洁能源

转变。借助奥运会契机，石景山区通过关停高

耗能高污染企业、实施燃煤锅炉改造等措施，

2007～2012年，共压减燃煤350余万吨。

2013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2013～2017

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

根据文件精神，石景山区正式启动无煤区建设。

通过4年的努力，实现了“三个大幅下降”：一

是燃煤总量大幅下降。经各单位共同努力，共

压减燃煤551．76万吨。二是散煤用户大幅下

降。共削减民用散煤约1．6万户，完成散煤总

量的98．9％。三是二氧化硫浓度大幅下降。二

氧化硫年均浓度(反映无煤区建设工作成效的

主要指标)，由2012年的24微克／立方米降

至2016年的10微克／立方米(明显低于其他

无煤化地区的限值)，煤烟型污染已不是影响

石景山区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无煤区建设取

得了明显成效。

二、实践有道
(一)实现重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发展，全

面打赢无煤区建设“奠基战”

石景山区过去是一个以钢铁重工业为主

导的城区，首都钢铁厂曾经是中国十大钢铁厂

之首。90年代初首钢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

总量的“半壁江山”，占石景山区经济总量的近

90％，曾为首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因高能耗、高污染，重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发

展成为石景山区高端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十一五”期间，石景山区突出重点，聚焦

大户。通过实施首钢涉钢产业搬迁调整、关停

燕山水泥厂、实施燃煤锅炉清洁改造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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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初见成效，为全面打赢无

煤区建设的“奠基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

实施首钢涉钢产业搬迁调整。实施首钢搬迁调

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有利于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2010年底，首

钢冶炼、热轧部分实现了全部停产，包括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焦化厂、北京首钢超群电力有限公司

等13家企业。首钢涉钢产业停产后，每年减少

煤炭消耗量约320万吨，削减二氧化硫排放

15461．94吨、氮氧化物排放11849．33吨。二

是关停燕山水泥r 2008年，燕山水泥厂实施

关停。拆除一台年产50万吨水泥悬窑生产线，

关停一座4台总计24蒸吨供暖锅炉房，全厂

总计压减燃煤18万吨肖U减二氧化硫44．19吨，

氮氧化物528．51吨。三是全面实施燃煤锅炉

清洁能源改造。2007年至今，通过专业指导、

奖励补贴、企业自改等多种举措，完成122台

燃煤锅炉清洁改造，共压减燃煤约19．2万吨，

单位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全面完成。

(二)关停两大燃煤电厂全力打赢无煤

区建设“攻坚战”

以京能石热、大唐高井两大燃煤电厂为代

表的京西八大厂曾经谱写了首都工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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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但是每天消耗大量燃煤，排出的粉尘严

重污染大气环境。在首钢涉钢产业搬迁调整、

关停燕山水泥厂的基础上，关停京能石热、大

唐高井两大燃煤电厂成为石景山区无煤区建

设的关键所在、重中之重。

“+二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

导下，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成立项目建设协调小组，全力配

合停产工作，统筹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类

问题，重点完成了电力送出开关室(GIS室)用

地征收、配套“两进两出”工程保障(即燃气管

线、中水管线进入敷设，热力输出管线、电力送

出工程建设)协调西北热电中心配套安置房源、

妥善安置分流人员等工作，确保了项目如期完

工。作为全市压减燃煤的重要举措之一，全面

关停京能石热、大唐高井两大燃煤电厂建成

亚洲最大的西北热电中心，压减燃煤541．9万

吨，每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3750吨，减少氮

氧化物排放7125吨，减少粉尘排放1125吨，

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在每立方米10毫克以内，

周边空气质量大幅提升。

(三)实施“五个一批”，率先开展散煤

综合整治“歼灭战”

2016年，是实施“+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石景山区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着眼全市工

作大局，充分认识无煤区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自加压力，在关停两大燃煤电r建

成西北热电中心后，为扩大战果，我们立足建

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在城市功能拓展

区中率先提出建设无煤区的目标，积极争取到

北京市煤改清洁能源等支持政策，并将无煤

区建设纳入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之中，列为

‘‘／Ⅵ、高端体系’建设和绩效考核的重点任务，

同“增量高端、存量提升、依法治乱”三件大事

共同持续发力。

2016年7月，石景山区召开了无煤区建设

推进大会，明确通过“五个一批”的措施，即煤

改清洁能源提升一批、非正规燃煤设施改造治

理一批、大杂院清理整治消除一批、棚户区改

造压减一批、打击散煤管控一批。全力推进无

煤区建设。一是实施“煤改电”。针对平房区不

同特点，采取灵活多样措施，有效解决了地区

分表、低保补贴、燃煤炉具补贴、地箱墙箱安

装补贴等问题，在6个街道实施了“煤改电”

工程，削减民用散煤5628户。二是实施非正

规燃煤设施改造。按照“清洁为先、拆改并举、

协同推进、安全保障”的原则。对所有非正规

燃煤设施进行全面清洁改造，通过拆改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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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共完成395台非正规燃煤设施。三是实

施大杂院清理整治及其他方式改造。结合大力

疏解非首都功能，两年来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

展了3次环境秩序综合治理“亮剑行动”，528

个大杂院已完成91％的清理整治任务，削减

民用散煤5379户。四是实施棚户区改造。加

快了东下庄、西黄村、西井、北辛安等棚改地

区的“无煤化”进程。五是实施散煤打击。查

处无照售煤50余起，检查早点摊等违法使用

经营性小煤炉单位1400余家，没收非法小煤

炉1263个，基本实现全区域无销售、无使用、

无存放散煤。

三、未来愿景
石景山区已进入全面深度转型、高端绿色

发展的新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

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巩固无煤区建设

成果为抓手，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工作导向，

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持续改善辖区空气质量，

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持续推进

国家级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

(一)综合施策，巩固无煤区建设成果

目前，石景山区还存在部分外来用煤户，

仍存在民用散煤现象。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所

有存量违法建设拆除工作。加强对民用散煤的

治理。通过加大棚改拆迁、大杂院清理整治等

工作力度，逐步消除民用散煤现象，巩固无煤

区建设成果。

(二)加强执法，严厉打击散煤使用行为

散煤打击是实现无煤区建设源头治理的

关键，也是影响居民参与无煤区建设的重要

因素。现阶段，石景山区范围内还存在餐饮、

洗浴、烧烤等违法使用经营性燃煤的情况。我

们将继续加大联合执法力度。集中打击非法

生产、运输、销售和使用散煤的行为。确保辖

区内无销售、无使用、无存放散煤的行为。

(三)强化统筹，促进直管公房用煤尽快

解决

目前。各街道(鲁谷社区)辖区内还存在

中央、市属企事业、部队等单位直管公房用煤

情况，我们已向用煤单位送达了《关于协助推

进石景山无煤区建设工作的函》，要求其按照

市政府要求配合区政府完成无煤区建设任务。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直管公房‘‘煤改清洁能源”

的统筹，促进直管公房用煤尽快解决。

全面深度转型的号角已经吹响，高端绿色

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展望未来，即将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是高端绿色、环境优美、宜居和谐、

人民幸福的魅力石景山。我们将继续围绕产业

升级深化改革创新，围绕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

境，围绕服务人民建设民生家园，努力把石景

山区打造成为一个有山、有水、有业、有城、宜

居的高端绿色城区，实现从重工业区向高端绿

色之城的华丽转身。唾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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