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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煤改气”工作积累经验；同时对于确定“煤改

气”的地区要进行充分调研，提高多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调，提升天然气资源供应的保障能力。

3.2  强化设计、施工环节管理

对于目前已经确定的“煤改气”项目，政府要

制定合理科学的“煤改气”计划，切不可再盲目追求

项目建设速度而忽视施工质量。在建设过程中相关单

位要充分论证相关项目的安全可行性，根据每户村民

的建筑特点，科学合理设计、施工，不得随意安装布

线；受农村环境限制，当环境确与施工要求相差较大

时，相关单位必须要采取安全补偿措施，保证燃气设

施的安全性。与此同时，地方燃气主管单位要根据本

地农村“煤改气”常见问题及时出台农村天然气建设

利用指导意见或标准规范。

3.3  提高村民用气安全意识

燃气企业要根据村民受教育水平情况，充分利用

电视、广播、画报、学校课堂等途径，开展无覆盖、

多频次通俗易懂的安全用气宣传活动，提高村民安全

意识；尤其加强对农村老人、儿童的安全教育宣传；

同时制定农村服务运营模式，强化巡检，对“管道外

爬、表箱外置”等新技术应用开展多种形式的燃气安

全宣传。

地方政府可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建立农村燃气安全

管理督导组，明确将农村燃气安全纳入安全“一岗双

责”的管理重点，推动燃气安全责任险的落实，引导

村委会承担一线燃气安全督导义务。

3.4  运营管理模式转变

燃气企业要针对农村地区特定环境下的天然气

使用特点涉及天然气储、运、销各环节的设施管线运

营、户内用气设施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作业指导

书，为参与农村燃气各项运营的工作人员提供有序开

展业务的安全保障。

同时，燃气企业要以农村“煤改气”为契机，在

农村燃气供应过程中的运营维护、销售服务、客户安

检等方面积极创新运营模式。依托地理信息系统优化

传统生产运营业务应用模式，构建工程可视化、运营

可视化、户内作业可视化等新技术管理系统，实现农

村燃气管网管理的可视化、智能化管理。

要积极开展安全技术创新，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云平台等促进标准落地，打造数字化主动安全模

式，如在农村地区率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再者，燃气企业要根据农村燃气抢险所面临的交

通恶化、消防医疗、极端天气等外部影响充分评估，

对交通工具选择、机具改良及相关资源整合等问题进

行综合考量，合理布置抢险（修）网点，有效增加燃

气企业抢险快速反应效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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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7日，从2018年全市燃气管理工作

大会获悉，武汉市将建设智慧燃气综合监管平台，

通过液化石油气气瓶销售电子标识管理系统，实现

气瓶从充装、销售到配送、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可追

溯。另外，武汉市还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天然气储备

其它信息

湖北武汉将建“智慧燃气”

的能力，以便在上游供气紧张等特殊情况下，最大

限度地降低市民用气受影响的程度。

根据计划，2018年武汉市将推进液化石油气气

瓶销售电子标识管理，最终实现居民扫码就能实现

追溯一瓶燃气来源的目标。        （本刊通讯员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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