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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

国石化在炼油板

块 累 计 投 入 了
2000多亿元，用10

年时间走完了西

方国家二、三十年

的油品质量升级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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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23号超强台风“菲特”于
10月7日凌晨在浙闽交界处登陆，据
中央气象台统计，“菲特”为1951年以
来10月份登陆中国华东地区强度最
强的台风。

“菲特”的到来，给浙江省经济产

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截至10月9日12
时，浙江省11个市80个县 (市、区 )986
个乡 (镇、街道 )874.25万人受灾，紧急
转移103.92万人，因洪涝灾害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275.58亿元，其中余姚
地区受灾最严重。

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和中坚力

量，中央企业在第一时间调集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到重灾区救灾和

各项援助工作中。

24小时奋战保障通信

强台风“菲特”来袭后，对浙江、

福建、上海三地移动通信造成严重影

响，众多央企在完成自身抢险的同时，

还在尽力保障城区和救灾工作顺利进

行。

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使中国电

信遍布浙江余姚城乡的通信局站发

生大面积的停电和进水，网络运行严

重受损。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因机房进水量过多或市电停电时

间过长，中国电信余姚部分局站因通

信设备浸水损坏或主备用电源耗尽而

发生通信中断。截至10月9日凌晨4点，
中国电信约有20%的固话和宽带发生
故障，12%的移动网基站发生断站。

截至10月12日13点，除余姚市重
灾区外，浙江省其他区域的中国电信

通信已全部恢复；在重灾区余姚市，

中国电信CDMA网络基站已恢复96%
的基站运营服务，无线网络运行基本

恢复，有线语音宽带网络也恢复85%
以上的运营。剩余有线和无线网络的

设备由于仍浸泡在高水位中，无法进

入，可在积水退去和市电恢复48小时
内恢复通信。

此外，为保障通信，中国移动

奋战多个日夜，紧急修复因台风受

损的基站、光缆，截至目前，累计

出动人员18384人次，车辆6510辆次，
抢修油机1429台，发布公益短信10
万余条，确保了受灾地区各项通信

指标均稳定在正常范围，总体运行

情况良好。

目前，全地区共有140家营业厅
正常营业，其中14家受灾严重区域的
营业厅开设预受理业务。

工作“连轴转”保油供油

台风带来的巨大影响让浙江余

姚市成了一座水城、孤岛。余姚停水

停电、通信中断、交通瘫痪……余姚

城区70%以上地区受淹。
危急关头，浙江宁波石油、中

石化碧辟（浙江）石油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火速行动，全力以赴保障余

姚市的油品供应。灾情严重，加油

站内人力资源及生活物资难以及时

跟进，余姚城区仍在坚持营业的3座
加油站员工已处于高负荷“连轴转”

状态。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国石化所属

3座城区加油站仍在风雨中坚守，分
别是文山路站、谭家岭站、塑料城站。

其中，谭家岭站作为余姚市政府救灾

应急油品供应点，于10月8日零点正
式启动，全力以赴供应市应急指挥中

心、武警、电信、排水作业等单位应急

用油。

持续的暴雨让宁波城区变成泽

国，宁波市政府连续两天宣布停工、

停课。镇海炼化组织相关部门密切合

作，干部员工千方百计赶到厂区交接

班，保证了台风期间生产运行正常。

同时，镇海炼化组织物流公司集中运

力保证上下班班车。

将损失和伤亡降到最低

“菲特”及其削弱后的热带风暴对国

网浙江电力、福建电力部分设施造成影

响，共导致24座变电站停运，526条10千
伏及以上线路跳闸，53.59万户停电。面
对恶劣天气影响，公司提前应对、发布

预警，部署防范措施、科学组织抢修，至

8日6时，已恢复33.46万户供电。
面对强台风袭击，国家电网公司系

统员工奋起抗灾，有序抢修，在确保人身

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恢复供电。

截至8日6时，国家电网系统共出
动抢修人员15915名，应急抢修车辆
4572辆，应急发电车164辆，发电机595
台，大型装备35台。经初步统计，公司
系统已恢复变电站17座，线路343条，
恢复5248个低压台区。

值得一提的是，10月8日凌晨5时
左右，在海面12级强台风、9米多高巨
浪中，一艘5000吨级货轮在长江口发
生货舱进水紧急弃船，正在附近海域

的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海鑫

油603”轮收到求救信号，及时赶到对
沉船船员实施救援，成功救起该船13
名遇险船员中的10名船员。10月9日9
时，将获救的十名船员送上岸。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丁国明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10月8日—10月14日）

当灾难来临时，才是对央企作为“国之长子”
社会责任感的一次真正考验。天灾面前，央企既承
担着恢复生产和服务的职责，也承担着为灾区恢
复供电通讯、抢通道路等社会责任。

10月9日，受第23号超强台风“菲特”影响，特大洪灾重

创浙江余姚。两天时间里，相当于68个西湖的降水量倾盆而

下，美丽家园顿成泽国：停水停电、通信中断、交通瘫痪……

余姚城区70%以上地区受淹，100余万群众被洪水围困。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危急关头，央企人不负

使命，再一次展现出“国之长子”的责任与担当。众多央企在

第一时间迅速启动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从公司最高层

到一线员工纷纷投入到应对强台风袭击的“战役”之中。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总经理、党组

成员舒印彪第一时间对应急抢险工作作出指示，两天之内

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出动抢修人员15915名，应急抢修车辆

4572辆，应急发电车164辆；中国电信迅速启动通信保障应

急预案，组织救灾人员和物资，全力保障通信畅通，同时提

供免费送流量、手机免停机、免费报平安、开通寻亲救助热

线和发送公益短信等多项公益服务，为灾区群众排忧解难；

浙江宁波石油、中石化碧辟（浙江）石油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蹚司火速行动，党员干部全部 水上班，争分夺秒安排人力、

运力，全力打通救援应急油品供应通道……

无需也无法再多列举，因为这是一个数不完的清单：电

力、通信、油品……所有与受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一线

都闪现着央企人忙碌的身影。只因为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

两个沉甸甸的字：责任。更因为他们懂得，无论何时，无论何

地，都要把灾区人民安危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让受灾群众

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每一个央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央企是各行业各领域的排头兵，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顶梁柱，大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生产经营活动涉及整个社会经济

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央企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千

千万万百姓的生计。怎样在新时期新阶段，以无愧于国家、

无愧于人民的实际行动，切实扛起“国之长子”的大旗，考验

着每一个央企人的智慧和担当。

持续的暴雨让包括余姚在内的浙江宁波城区变成了泽

国，宁波市政府连续两天宣布停工、停课。普通行业可以停

工，央企不能停，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关系着应急救灾进

展，更关系着每一家每一户受灾群众的生计。一旦有央企出

现大面积停工，引发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刻，央企人没有迟疑，更没有让祖国和人民失望。

狂风暴雨中，央企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央企的社会

责任，诠释着央企人对“国之长子”这一词语的深刻理解。

为确保油品及时供应，镇海炼化炼油三部工艺技术

员金森连续工作30小时，烯烃部员工裘国华取消了出游

计划，及时参与抢险救灾，员工李裕定在风雨中艰难涉水

骑行近两个小时，赶到装置交接班；为防止油罐渗水，导

致公交车因油品质量问题发生抛锚，上海石油客户经理

赵强从早晨6时30分开始，一直驻守在巴士公交的内部加

油站点，每20分钟抽一次水，直到中午12点雨势转弱，现

场情况得以控制。

这一点一滴的背后，或许只是浪花一朵，却是许多精神

的折射；或许只是沧海一粟，却昭示着央企人的精神品格。

当自然灾害来临时，央企人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完美诠

释了自己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他们无愧于时代和祖国

赋予的重任，无愧于灾区人民。

当灾难来临时，才是对央企作为“国之长子”社会责任

感的一次真正考验。天灾面前，央企既承担着恢复生产和服

务的职责，也承担着为灾区恢复供电通讯、抢通道路等社会

责任，央企的双重责任面临着双重考验。

无论何时何地，当灾难来临时，央企不仅要第一时间实

现自救，还要在同胞们受灾时携手挺身而出，在灾难中撑起

“保护伞”，为受灾百姓撑起一片天。

观察

天灾面前
央企具有双重责任
孟书强

挑战台风“菲特”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航油等央企边自救边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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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雾霾锁都市”的警报接连不

断之时，油品质量成为众矢之的，国

内要求油品升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

浪。

本报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

悉，中国石化正积极行动，优化所属

炼油企业汽油质量升级时间表。从10
月1日起，中国石化已在上海、江苏沿
江等地开始置换相当于欧五标准的

汽油，其余省区（市）提前3个月开始
置换国四汽油。

据本报记者了解，过去十年，中

国石化已在炼油板块累计投入2000
多亿元，用于油品质量升级。

加快汽油标准
升级实施脚步

9月1日，中国石化在上海石油所
属1号加油站举行沪吁标准汽油供应
启动仪式。至此，上海石油1号加油站
等10座中国石化加油站率先翻牌，成
为上海首批供应沪吁标准汽油的加
油站。并同步实施国吁柴油标准，推
广第五阶段成品油。

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总经理杨棣

介绍，按照市政府要求，上海石油实施

第五阶段成品油置换工作将在11月1
日前完成并翻牌。在沪吁车用汽油方
面，8月中旬开始了置换，9月1日，第一
批站点翻牌后，后续的置换工作也有

了明确的时间表：9月20日前，浦西内
环线内的加油站完成置换，此范围内

的49座加油站届时翻牌。9月30日前置
换站力争达到450座，10月底完成全部
置换，旗下的580座加油站全面供应沪
吁标准车用汽油。

9月25日，随着10个储罐全部完成
国4汽油与国3汽油的置换，标志着中
石化茂名石化完成了全产全供国四汽

油的准备工作。同时，茂名石化认真做

好国四汽油的装储工作，通过对罐区

进行流程优化，将原来装有国3、粤4的
汽油罐进行优化置换，共置换出总容

量约10万立方米的储罐用于接收国四
汽油，9月20日正式调罐装储国四汽
油，9月25日全部完成调罐任务。

9月26日，2000吨95号苏吁汽油、
2.8万吨92号苏吁汽油从金陵石化、上
海石化、高桥石化等炼厂陆续到达江

苏石油沿江油库，苏吁汽油开始大批
量进库，这标志着中国石化江苏石油

提前拉开苏吁汽油置换大幕。
9月27日起，中石化镇海炼化出厂

的车用汽油全面升级到国四标准，其

中主要指标硫含量降低3倍，至50ppm。
而杭州、宁波中石化加油站的汽油质

量在国庆节前大部分已完成升级。

十年走完西方国家
几十年油品升级路

按照国家新标准要求，2013年7

月1日起，普通柴油将执行硫含量不
大于0.035%的指标。据了解，作为中
国最大油品供应商，中国石化紧跟世

界燃油清洁化发展步伐，加大科研开

发力度，加快柴油质量升级项目建设

与投产进度，开发应用了一大批新工

艺、新技术。自2013年3月底开始，出
厂产品逐步达到新标准要求。

据测算，与旧标准相比，中国石

化供应的新标准普通柴油可使全国

用油机具尾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每

年减少6万吨以上。
2012年11月，中国石化发布了中

国工业企业首份《环境保护白皮书》，

郑重承诺2014年和2015年起分别供
应符合国IV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石化持续

加大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力度。截至

目前，已在10家企业建成投产10套
Szorb装置，另有7套Szorb装置年底前
即将陆续建成投产，再加上对另外相

关企业的汽油加氢等装置进行技术

改造等，明年中国石化可全面供应国

IV车用汽油。
目前，中国石化供应上海、江苏、

浙江等十多个地市的汽油质量已经

达到了国IV标准，与美国汽油质量标
准相当，如金陵石化已经成为国内最

大的国IV汽油生产基地。供应北京的
京标五油品质量标准与欧V相当，属

世界最高质量范畴。

过去十年，中国石化在炼油板块

累计投入了2000多亿元，用10多年走
完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油品质量

升级路，在全国范围内十年连跨了三

大步，在北京、上海等地市，汽油质量

升级则迈出了五大步。

今后，中国石化每年还要投入

300亿元进行升级改造，目的就是为
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资源，减少环

境污染。目前，中国石化已经为北京

市提供了相当于欧五排放标准的清

洁油品，今年年底，可以向全国提供

国四标准的汽油，2014年底可以向
全国提供国四标准的车用柴油。

十年2000亿 中石化耗巨资促油品升级

中化致力于油品质量升级，向社会提供清洁能源。图为中石化镇海炼化装置区

中国石化一直致力于推进国

内油品质量升级。此次油品升级

完成后，中国石化在全国范围内

的油品升级将跨出第四大步，在

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汽油质量

升级则迈出了五大步。

第一步是2003年1月，汽油质

量升级为国标GB17930-1999，汽

油中硫含量由不大于1500ppm降

低至800ppm以下；

第二步是2005年7月，升级为

修订版国标GB17930-1999，汽油

中硫含量降低至500ppm以下；

第三步是2010年5月，升级为国

标GB17930-2006，即国III汽油标准，

汽油中硫含量降低至150ppm以下；

第四步，即从2014年1月1日

起，升级为国标GB17930-2011，即

国四汽油标准，汽油中硫含量降

低至50ppm以下；

而北京和上海、江苏沿江8地

市的汽油质量升级更是迈上第五

个台阶。2012年6月，中国石化正式

向北京供应相当于欧五排放标准

的京五车用油品。此次在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的油品质量升级后，

正在迈出第五大步。

中国石化油品质量
升级情况

链接

http://www.zqgz.com.cn
mailto:E-mail:gzbd_20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