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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专访沈阳市供热专家冯德勇，
对影响供热用户室温的五大环节进行一一
解密。

冯德勇介绍，一般来说，城市集中供热系
统由5部分组成：热源、一次主管网、换热站、二
次管网、用户室内供热设施。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对用户的
供热质量产生影响。

热源是指热源厂或锅炉房，若供热企业热
源设备故障、不连续稳定运行、环保系统故障、
供热煤炭储备不足、未建立与室外温度联动的
调控系统导致供热量不足，都会影响供热质
量。

此外，2021年以来，国内外煤炭供应紧张，
个别供热企业迫于生存压力缩短供热时限或
降低供热参数，进而也对供热质量产生了影

响。
一次主管网负责将热源厂的热量输送至

换热站，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主干道或主要街区
道路附近，其安全运行对城市供热安全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

换热站负责将一次主管网输送的高温
介质热量传递给适合二次管网使用的低温
水。

换热站内的板式换热器、循环泵、电控系
统是否处于正常状态，都会影响供热质量。

二次管网则负责将换热后的热水输送至
所有用户的家庭供热设备。管网老化、跑冒滴
漏、管网不平衡、局部堵塞、气塞等都可能影响
供热质量。

用户室内供热设施包含用户家中的地
暖、暖气片等取暖设备。

与以上四种组成部分不同的是，用户室
内供热设施产权归属于用户，需要用户加强
对室内供热设施加强维护和保养。

用户室内供热设施是否堵塞或被遮挡，既
有建筑房屋保温性能、门窗密封是否良好，会
直接影响室内温度。

此外，由于空置房比例逐渐增加，邻居停
供，身边不采暖的“冷房子”多了，也使得热量
过多散失，造成室温下降或不达标。

同时，供热系统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供热参
数，过高会增加成本，过低会影响供热质量。

冯德勇强调，集中供热用户对室温不满
意，可能是以上环节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出了问
题，需要从多方面分析原因，并采取有效解决
措施，因病施治，才能彻底根除。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家里供热好不好 和这五大环节有关

今冬供热刚需能
否得到满足？

距 离 今 年 供 热
季越发临近，很多市
民已开始提前关注
这一话题。

①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沈阳警方公布18项新措施
进一步打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法治环境

10月24日，沈阳市公安局召开优化营商环境警企座谈会。
座谈会上,沈阳警方宣读了《沈阳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打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法治环境 助力全

面振兴实现新突破18项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依法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健全完善重大涉企案件快速响应机
制，严打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虚假诉讼、毁坏财物、破坏生
产经营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

产安全，对针对企业家的诬告、诽谤、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打击。

1.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全链条、全环节、
全要素摧毁生产、储运、销售等犯罪网络；深化与行政部门行刑衔接机
制，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有效形成工作合力；完善与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等互联网企业犯罪信息监控机制，主动发现、精准打击知识产权领域违法
犯罪活动。

2.

全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经营、商
业贿赂、制假售假、诋毁商誉、串通招投标、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
争违法犯罪行为；严打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欺行霸市、强迫交易、敲诈

勒索、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

3.

全力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与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金融监督管理局等
行政监管部门开展联动协作，综合研判核查各类犯罪线索，对骗取贷款、
贷款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精准打击；加强网上网下金融信息搜集分

析，及时对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风险预警信息和防范对策建议，降低金融
领域风险隐患。

4.

加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阵地宣传。深入推进“反诈宣传进企业”活
动，通过开展常态化座谈培训，为企业提供精准宣讲服务；与税务部
门联合，充分利用企业“纳税人线上大讲堂”线上平台，加强对“广撒

网”“随机式”“冒充领导类”等高频电信诈骗手段防范宣讲工作，提高企业人员
的反诈意识和防骗能力。

5.

强化企业内部治安防范。深入开展治安防范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强化企业内部矛盾纠纷化解，通过开展业务指导、宣传培训、组织演
练等方式，指导企业健全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制度防”四位一体安全

防范体系，及时消除治安防范隐患。

6.

推行公安政务服务“一窗通办”。在全市公安派出所开设行政审批综合
窗口，将户政、治安、交管、出入境、刑侦 68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综合窗
口办理，实现企业群众“一窗办”“就近办”，打造公安政务服务“便利店”。

7.

深化企业人才落户服务。对于外省、市户籍的我市企业用工人员，符合
人才落户条件并申请落户的，不必返回原籍办理户口迁出业务，实行“一
站式”办理，最大限度简化办理环节、减少时间成本、减轻经济负担。

8.

便捷经营主体货车通行码申领。对从事生鲜食品、搬家快递等民生运输
轻型配送货车申领通行码、从事大型商超配送等重中型货车换领通行码
的，办理时限由3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

9.

为企业重要境外商务活动提供便利。对企业人员因招商引资、外
贸洽谈、签订合同、重大会议及谈判等紧急出境事由申办出入境证
件的，审批时限由6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工作日；为急需批量派遣

人员赴境外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企业提供 24小时预约、集中受理、延时接待
等出入境办证服务。

10.

便利外籍商贸技术人员出入境往来。商务洽谈、商贸交流、安装维
修、参展参会等来沈外籍人员，如因紧急事由无法及时办理入境签
证的，可由邀请企业代其申办口岸签证入境。入境后，可依企业申

请视情签发停留期不超过180日的贸易签证；需再次入境的，可视情签发3年
内多次入境有效商贸签证。

11.

营造外籍人才长期稳定居留环境。对省、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
外籍投资人、高层次人才及创新创业团队成员，可签发有效期5年
内的工作类居留许可；对其随行家属签发相同期限私人事务类居

留许可；对符合条件的，可受理其永久居留申请。

12.

开通企业申请不予立案复核“绿色通道”。对企业申请不予立案复
核的案件，依法优先复核、简化程序，为企业提供全流程、全时段办
理进度查询服务，尽最大限度为企业申请不予立案复核提供便利。

13.

开展涉企行政复议调解和听证审理。依法对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开
展复议调解，最大限度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涉企案件行政争议中
的主渠道作用；对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全部采取听证方式审理，进一

步增强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证据、依据的可见性和审理流程的透明度。

14.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认真落实涉企行政检查事前审批制度，依
托市公安局门户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除涉密信息以外的涉企行政
检查信息，切实保障企业知情权，杜绝干扰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发生。

15.

全面加强警企沟通联系。持续开展“万警进万企、护航新发展”系
列活动，深化拓展走访联系直通、协作联动直达、监督联络直办的

“三联三直”工作机制；设立“警企会客室”，邀请企业家走进警营、
共话营商、共谋发展，面对面征求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16.

强化企业诉求高效快速办理。健全完善沈阳市公安局营商环境诉
求热线（024-23107316）、“平安沈阳”微信公众号“涉企诉求”平台受
理机制，畅通涉企诉求受理渠道；成立多警种参与的涉企诉求研商

专班，对企业合理诉求，依法依规办理，及时答复反馈。

17.

提升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社会参与度。加强警企沟通，在制定涉及
经营主体的规范性文件时，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广
泛征求经营主体、相关行业及商（协）会的意见和建议，适时邀请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主管部门参与文件起草制定工作。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