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家庭室内取暖方案图解(通用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我们应该
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
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冬季家庭室内取暖方案图解篇一

我们常说的桂圆肉其实就是龙眼肉，不管是干的龙眼肉还是
新鲜的龙眼，适量食用都具有很好的补血功效。最适合于体
弱多病，心悸失眠、面色无华的女性进补之用。

羊肉有强身、补血、暖身、补肾、壮阳、生肌、健力、抵御
风寒之功效，能改善中老年人身体虚弱、阳气不足、畏寒无
力的症状。羊肉能补血虚，可治疗女性气血两亏、形体消瘦。
羊肉也有助于润肤养颜、乌须黑发。羊肉还可促进消化液的
分泌，有保护胃壁、帮助消化的功能。羊肉一般的人都可以
吃。需要注意的是羊肉属大热之品，火大的人或有上火症状
的人不宜食用，流感、急性肠炎病人、高血压病人忌食。

中医认为，手脚冰冷是因冬季阳气不足，血液无法输送到四
脚末端所致。当归可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入
冬后天气寒冷，吃些当归羊肉汤可益气补虚。

大枣对身体好处不少，民间有“一日吃仨枣，一生不显老”
的说法。中医认为，大枣性味甘温，能补中益气、养血安神，
是冬季上佳的滋补品。它富含铁元素，可促进血液循环，病
后体弱、贫血患者以及冬季手脚冰凉的女性都适合用大枣调
理身体。

冬季取暖吃什么好呢？都说冬季御寒重在补肾，而枸杞是冬



季上好的补肾佳品，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其中蛋
白质为20%左右，脂肪为10%左右，糖为40%左右，剩下的30%
左右为无机盐和多种维生素。

冬天吃个热热的红薯，是最惬意的事情。红薯富含碳水化合
物、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以及钾、镁、铜、硒、钙
等10余种微量元素。此外，红薯中含有丰富的钾，能有效防
止高血压和预防中风。

冬日里，天气骤寒，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随之而来，体质
虚弱、容易感冒、畏寒怕冷的人也需增强体质。中医认为，
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黄芪向来被认为是益气固表的能
手，其性微温，归肺、脾、肝、肾经，尤其擅长补气，非常
适合上述两类人服用。黄芪有“补而不腻”的特点，适当服
用有助增强体质，缓解乏力。

冬季是山楂的上市季节，山楂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具有开胃、
消食、活血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山楂含有枸橼酸、
苹果(苹果食品)酸、泵抗坏血酸等有机酸，这些有机酸能够
增加消化酶分泌。山楂最突出的益处是能防治心血管疾病，
因为山楂含黄酮类化合物，对防治心血管疾病、降低血压和
胆固醇、软化血管及镇静有一定作用。

生姜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
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
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呆
久后，吃生姜就能及时消除因肌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

冬季家庭室内取暖方案图解篇二

为加快推进我市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工作，促进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根据《晋城市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全市统筹、
部门联动、乡镇主责、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明
晰扶持政策，鼓励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广泛引导社会资本
投入建设。

（二）安全保障，清洁为先。统筹全市优势资源，优化设施
布局，加快建设完备的管网设施保障体系，提高煤层气、电
力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重。

（三）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按照“集中供热为主、以气代
煤为先、以电代煤为辅”的思路，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统
筹实施。在供热管网已覆盖的区域，居民取暖接入集中供热；
在热源充足但还未实现集中供热的区域加快集中供热管网延
伸，优先发展集中供热；在供热管网无法覆盖的其他区域，
加快燃气管道延伸，积极推广以气代煤改造方式；在供热、
供气管网均无法到达的区域，可考虑采用电采暖技术进行补
充。

（四）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综合考量区域优势条件，对于
已开展清洁取暖且具备优势热源、气源的地区要先行启动，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实施难度大的要抓紧完善基础条件，按
时完成任务。

二、目标任务

20xx年10月底前，全市完成2万户居民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其中
“以气代煤”完成18000户，“以电代煤”完成1000户，工业
企业余热供暖完成1000户。到20xx年底，城市建成区集中供
热普及率达到90%以上。

三、工作内容



（一）清洁集中供热 清洁集中供热是指以热电联供、工业余
热、燃气锅炉、空气源（地源）热泵、可再生能源锅炉为热
源进行集中供热，燃煤锅炉单纯实施集中供热的方式不属于
清洁集中供热。

（二）“以气代煤”供热改造

依托20xx年以来开展的煤层气利用普及工程，鼓励对输气管
道沿线、输气站周边和已实现炊事用气的居民实施“以气代
煤”供热改造。

（三）“以电代煤”供热改造

在集中供热和燃气管网均无法到达的`区域，要积极实施“以
电代煤”改造，我市按规划对东城办、南城办及陈区镇部分
具备条件的村庄实施“以电代煤”供热改造。“以电代煤”
改造可采用目前市场上较成熟的技术路线，比如：空气源热
泵、发热地板、电壁挂炉或电锅炉等方式进行。

四、支持政策

晋城市已设立清洁取暖改造工作专项资金，按每户6500元的
标准给予补贴。其中：按照每户6000元的标准补贴到各乡
（镇、办事处）统筹使用；按照每户500元的标准作为跨区域
的公共基础设施费用或平衡区域差别和应急费用，统筹推进
全市清洁取暖工作。我市拿出部分资金对清洁供暖任务完成
较快的单位进行奖补。

（一）在清洁集中供热覆盖区域实施集中供热的，市政府将
上级补贴资金按照每户6000元的标准补贴到各乡（镇、办事
处），统筹用于新建一网、二网和换热站建设。

（二）在集中供热范围外的区域实施“以气代煤”供暖的，
市政府将上级补贴资金按照每户6000元的标准补贴到各乡



（镇、办事处），统筹用于气网建设、燃气炉采购和采暖期
燃气补贴。燃气炉由各乡（镇、办事处）统一招标确定设备
厂家、型号及价格，由用户自主选择。

（三）在集中供热范围外的区域实施“以电代煤”供暖的，
晋城市政府对配套电网工程给予30%的补贴，其余费用由国网
晋城供电公司承担，市政府将上级补贴资金按照每户6000元
的标准补贴到各乡（镇、办事处）统筹使用。电供热设施由
各乡（镇、办事处）统一招标确定设备厂家、型号及价格，
由用户自主选择。电费运行补贴，由电力部门按照山西省物
价局相关政策执行。

（四）对于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非营利性公益单位集体用
户的清洁取暖改造工作，设施建设改造以乡（镇、办事处）
为主，运行管理以部门为主，设施改造费用（以审计部门审
计结果为准）由晋城市、高平市两级政府按照1:1的比例分担。

冬季家庭室内取暖方案图解篇三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决策部署，加
快推进20xx年本市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现提出以下
方案。

本方案中农村地区村庄指在市域范围内，占用集体建设用地，
隶属村委会建制。保留了村庄形态，农村居民居住和从事生
产的聚居点。

一、工作目标及进度安排

(一)工作目标。20xx年10月31日前，完成700个农村地区村庄
内住户“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同步实施1400个村委会和村
民公共活动场所、79万平方米籽种农业设施的“煤改清洁能
源”工作，朝阳、海淀、丰台、房山、通州、大兴6个区平原
地区村庄内住户基本实现“无煤化”。对未纳入20xx年



度“煤改清洁能源”计划的村庄，全部实施优质燃煤替代。

(二)进度安排。4月30日前，完成”煤改清洁能源”相关工程
建设和设备、优质燃煤等的招标工作；9月30日前，完成“煤
改清洁能源”所需电力、燃气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户内线路
改造和“煤改清洁能源”取暖设备安装工作；10月31日前，
完成“煤改清洁能源”取暖设备调试，以及优质燃煤配送和
节能高效炉具安装工作。

二、相关支持政策

在继续执行20xx年至20xx年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确定的农村地区
“煤改清洁能源”和“减煤换煤”政策措施的基础上，20xx年
取暖季和20xx年取暖季增加若干支持政策，并对以往政策进
行部分调整。

(一)对燃气使用的支持政策。将使用各类燃气分户自采暖的
农村地区村庄内住户纳入《北京市居民住宅清洁能源分户自
采暖补贴暂行办法》适用范围，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研究具
体补贴办法。采用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方式取
暖的农村地区村庄内住户，按照不高于市政天然气管网供气
价格缴纳使用费用。cng、lng供气价格高出市政天热气管网供
气价格的部分，由市财政按照每个取暖季每户最高1300元的
标准进行补贴，不足部分由区财政安排，其中，由市燃气集
团实施政造并负责供气的，市财政按照市燃气集团和各区政
府共同核定的户数和用气量，将补贴资金一次性拨付到市燃
气集团；由其他企业实施改造并负责供气的，市财政按照该
企业与各区政府共同核定的户数和用气量．将补贴资金拨付
到各区财政。

(二)对村委会和村民公共活动场所的支持政策。村委会和村
民公共活动场所实施“煤改清洁能源”改造。由市财政对取
暖设备购置费用给予一次性补贴。其中500户以下的村庄补
贴1.2万元，500户(含)以上的村庄补贴2.4万元，区财政可给



予适当补贴；同时，执行农村地区村庄内住户“煤改清洁能
源”相关气价、电价补贴政策。

(三)对农业设施的支持政策。对冬季取暖农业设施实施“煤
改清洁能源”和“减煤换煤”，相关项目纳入本市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补贴范围，区财政可给予适当补贴。其中，对育种、
育秧、育苗等籽种农业设施实施“煤改清洁能源”改造，市
财政按照取暖设备购置费用的20％给予补贴，并享受一定的
电价、气价补贴；对农业设施外墙进行保温改造，使其不用
或少用燃煤，各区可统筹使用市财政安排的农业改革发展资
金给于补贴，具体补贴办法由市新农办、市财政局、市农业
局共同研究制定。

(四)对实施“煤改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的支持政策。对
农村地区村庄内住户、村委会、村民公共活计场所和籽种农
业设施采用空气源、地源、太阳能、燃气、电等清洁能源实
施集中供暖的项目，其配套建设的水蓄热设施投资计入热源
投资，由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按一定比例给予支持，其中，
采用空气源、地源、太阳能等集中供暖的项目，对其配套水
蓄热设施投资给予50%的资金支持，采用燃气和电能集中供暖
的项目，对其配套水蓄热设施投资给予30%的资金支持。

(五)对以往“煤改电”、煤改气”相关政策进行明确和调整。
实施”煤改气”项目的，可选择使用市政管道天然
气、lng、cng、液化石油气、生物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实施“煤
改电”项目的，可选择使用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电加热
水储能、太阳能加电辅、蓄能式电暖器等清洁能源取暖设备，
改造方式可以选择单户改造或集中改造。对使用空气源热泵、
非整村安装地源热泵取暖的，市财政按照取暖面积每平方
米1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对使用其他清洁能源设备取暖的，
市财政按照设备购置费用的l/3进行补贴。市财政对各类清洁
能源取暖设备的补贴金额每户最高不超过1.2万元；区财政在
配套同等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减轻
住户负担。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全市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由市新农办综合协调，
市有关部门要及时沟通，密切协作，加强对各区工作的指导、
督促、检查和考核。各有关区政府是推进农村地区村庄冬季
清洁取暖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研究制定本区具体实施方案，
建立完善区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工作机制，
确保按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建立完善应急保障机制，确保
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情况下农村地区村庄内住户的取暖需
求。

(二)狠抓工作落实

市政府与各有关区政府签订“煤改清洁能源”目标责任书，
严格绩效考核，对任务完成快、社会评价好、村民满意度高
的区给予适当奖励。市，区政府要将支持资金纳入年度预算，
确保资金到位并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考核。市有关部
门要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并按照“一会三函”流程
办理“煤改清洁能源”相关工程审批手续。各有关区政府要
积极协调相关工程建设涉及的手续办理。加快拆迁等工作，
确保“煤改清洁能源”工程顺利实施；建立“煤改清洁能
源”监控平台，对工程进度、设备运行和维护服务等情况进
行监测，确保“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取得实效。

(三)严格技术设备质量和标准

市有关部门要明确燃煤、炉具和取暖设备等产品的质量技术
标准。各有关区政府要严格按照程序选择供应企业和产品。
发展改革、科技、质监、环保等部门要加强”煤改清洁能
源”技术多样性研究，着力改善能源结构，加大创新力度，
开发农村适用的技术和设备，探索开展取暖新技术试点，提
高能源综台使用效率。



(四)加大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燃煤的治理力度

市有关单位要依据各自职责，加大对燃煤生产、销售、使用
各环节的质量检测和监督检查，各有关区政府要切实落实主
体责任，持续开展暗查、暗访行动，进一步加大联合执法力
度，杜绝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生产销售、固定场所无照经
营、公共场所流动商贩无照销售，运输不符合质量标准燃煤
等行为。

(五)加强舆论宣传

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参与“煤改清
洁能源”和”减煤换煤”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大
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宣传推广力度，鼓励群众使用新技术新
设备取暖，为改善冬季空气质量贡献力量。

冬季家庭室内取暖方案图解篇四

寒冬来临，为做好今年的冬季取暖，给师生创造一个温暖舒
适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顺利进
行，在做好各项安全工作的同时，我校采取多项措施，认真
做好冬季取暖的准备工作。严防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确保
师生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我校采取多种措施做
好学校冬季防火安全工作。

1、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学校成立了冬季取暖安全督查组，
制订冬季取暖安全规章制度及紧急情况处理预案，细化措施，
责任到人。

2、要求在冬季来临之际，使用暖气之前进行必要的安全隐患
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学校并协同解决。

3、学校值班人员每天对各班教室、教师办公室、师生活动场
所开窗通风换气、室内消毒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检查情况纳



入学校安全考核管理的内容，确保室内空气流通。

4、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充分利用校会、班会、黑板报及
手抄报等多种渠道开展冬季取暖安全教育和注意能源节约教
育工作，特别是加强用电防火教育，进一步规范全校师生的
用电防火行为，杜绝安全事故和浪费现象的发生。实现安全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学校取暖安全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位。校长与年级主任签订
《取暖安全工作责任书》，年级主任是第一安全责任人，逐
级落实责任制，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做到分工明确，职责
落实。在此基础上，学校加强对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完善值
班制度，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想安全，抓安
全”的良好氛围。

为限度减少安全事故的隐患，我校从实际出发，加强安全日
常工作的管理。我们从制度上、体制上、管理上更加严格地
要求自己，大力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从源头上抓起，将冬季
取暖安全隐患扼杀于萌芽状态。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
良好的生活环境。做到严防死守，坚决杜绝冬季取暖安全事
故的发生。通过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查漏补缺，不断巩固我校
的取暖安全工作，及时地吸取某些重大事故的经验教训，努
力避免事故的发生，使我校的冬季取暖安全工作更上一层楼。

冬季家庭室内取暖方案图解篇五

电暖器、电热毯这种取暖方式比较具有局限性，不能让整个
屋子都达到暖和的效果，但可以局部暖和，而且哪里需要哪
里搬，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一家人一整天都在外面上班的人，
只有晚上回家的时候用，毕竟大冷天下班之后，我们冬天更
喜欢在暖和的被窝中度过，把电热毯提前打开，然后睡觉的
时候，被窝里面是暖和的也很舒适。而且这么做也非常的省
钱实用。



燃气壁挂炉这种方式是适合任何家庭取暖的一种分户供暖的`
最佳选择，这种是需要配合暖气片一起使用，使得室内的每
个空间都能暖和，并且燃气壁挂炉是以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以及城市煤气为能源，所以适合各种城市供暖，而且还可以
连接热水，是没有供暖楼房但又需要室内白天黑夜保持暖和
的一种最佳方式。

空调的供暖方式，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浪费电能，也就是需
要我们花费的电费要多很多，而且空调供暖的方式不太适合
空间比较大的屋子里，否则花费的电费会更多，也达不到很
好的供暖效果。但是空调供暖快捷方便，使用方法简单，也
比较合适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