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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11月 8日

【专报信息】

临朐县整合工业余热推进城区无煤化供热
拓展节能降碳新空间

近年来，随着工业发展和东部城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

快，临朐县城区热源供求与煤炭压减矛盾日益突出，全县

城区现有 5家供热企业，均规模偏小、相对分散，且年耗
煤量超 14万吨，占全县年总耗煤量的 9.36%，一方面难
以满足城区日益增加的用热需求，另一方面给全县煤炭压

减工作带来较大压力。为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满足用

热需求，保障煤炭消费压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

署要求，临朐县以工业富余余热资源为切入点，积极整合

开发利用，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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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政府主导，构建“1+2+N”供热组织架构。
统筹考虑全县蒸汽生产及富余余热现状，突出创新运营模

式和政策、要素支持，成立全县工业余热整合工作推进专

班，由临朐县委、县政府主导，整合国有企业临朐县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临朐燃气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雷奥新能源有限公司 2家热源企业资源，引入部分用热
企业资本，组建临朐县东城热电有限公司，建立起国企控

股、热源企业参股、用热企业资本参与的“1+2+N”组织
架构，形成切实有效的工业余热整合利用推进机制。同时，

制定《全县整合工业余热推进城区无煤化供热实施方案》，

分别明确短期目标、远期规划和具体推进措施，着力构建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清洁能源为辅的城区供热模式。

二、突出试点先行，推进“两城一园”有效资源快速

整合。将县内工业企业较为集中的东城街道、城关街道和

龙山产业园区作为试点整合区域，对辖区范围内 256家企
业尤其是龙山产业园区及周边范围内的 50余家供用汽企
业进行深入调查论证，谋划东部热源中心项目，纳入全县

年度重点项目，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100万元，全面
整合东城热电、雷奥、联科、邑清环保、绿源热力等 5
家热源企业资源，有效满足周边工业企业用汽需求的同

时，加快构建城区无煤化供热格局。截至目前，已有 4
家企业达成回收协议，一期实现蒸汽余热资源利用，二期

计划完成热水余热资源利用，项目全负荷运行后最小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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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余蒸汽、热水 130MW，最大外供富余蒸汽、热水
200MW，可满足 450万平方米民生供暖。
三、加强贯通完善，打造“一网多源”城市供热网络

体系。坚持点面结合，织密敷设管网，在东城热电公司铺

设 40公里蒸汽、供暖管网基础上，以临朐县化工园区为
重点，先后敷设龙高路管线、雷奥至联科管线、弥美多糖

项目及中盛化建蒸汽管线、三义实业支线、汇龙山路至蓝

帆医用手套项目管线等蒸汽主管网线 9条，实现化工园区
蒸汽管网全覆盖。同时，结合城市发展规划，铺设热水管

网 19.4公里，覆盖采暖供热范围 36.8平方公里，加快现
有“四网”向“一网”合并，实现“分片供热”向“环网

供热”的升级，逐步形成“一网多源”供热格局。截至目

前，已实现向化工园区内三义实业、恒辉新材料、弥美多

糖、蓝帆健康等 5家用汽企业供应蒸汽，到年底为企业供
应蒸汽 10万吨；今年供暖季可满足 130万平方米民生供
暖，预计节约标准煤 2.8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7.49万吨、
二氧化硫 637吨、氮氧化物 554吨。
四、平衡利益分担，建立“按品质收储”的余热回收

机制。针对余热资源压力、温度等品质参数，制定不同的

回收及销售价格，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其中，为尽可能

克服用量越少管损越大弊端，对蒸汽终端销售价实行用量

阶梯价机制。在管网不同位置设定阀门，实现一网多源的

同时，通过开断阀门控制蒸汽来源与品质，实现特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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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汽需求。此外，为满足客户对蒸汽参数的要求，在终

端合适位置安装减温减压装置，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

实行蒸汽价格市场调节机制，参照煤炭价格变动，根据蒸

汽成本的变化，经双方协商在合理范围内实行价格浮动，

平衡各方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临朐县通过余热的充分利

用，将有效推进“清洁供暖”、逐步实现县城区“无煤化”

供暖目标，又实现了工业余热废热再利用的园区资源的循

环利用，提高了废弃资源再利用率。初步统计，三年内将

全面满足城区供暖需求、剩余三季为园区企业提供热源，

2022年可节约煤炭 23.94万吨，2023年节约 29.28万吨，
2024年及以后每年可节约 47.76万吨，产生巨大经济和社
会效益。

（临朐县政府）

报：赞荣同志，军继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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