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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客流比较密集的商场，记者

在工作日也走访了石家庄市部分行

政服务大厅，由于此类场所不是封闭

场所，人员流动频繁，室内温度一般

比较适宜。

“前几天我去车管二所办事儿，

一开始进去还感觉有点凉，但过了一

会儿就觉得很舒服了。”石家庄市民王

先生说，盛夏室外气温非常高，但室内

外温差还是不要相差太大，这样就不

会感冒了。在石家庄市各区公安分局

集中办事服务大厅，情况比较相近，由

于空间更小又对外敞开，室内温度基

本都保持在26℃到27℃之间。

记者还走访了石家庄地铁站和

医院等场所。由于这类场所空间更

大、人员更密集、人流量更大，因而这

些场所的不同位置温差也比较大。

在非高峰时段，人员稀少，这类场所

的站厅内能感到丝丝凉意。但在高

峰时段人员密集时，无论是站厅内还

是车厢内，气温会明显升高。总体而

言，受访市民普遍认为，这些场所室

温相对适宜，体感较为舒适。

空调“控温”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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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生

态环境部、中央

文明办、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联合发布《公

民生态环境行为

规范（试行）》，倡

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引领公民践

行 生 态 环 境 责

任，携手共建天

蓝、地绿、水清的

美 丽 中 国 。 其

中，第二条节约

能源资源，再一

次将合理设定空

调温度的要求提

了出来。

如今，面对

又一年的高温来

袭，公共场所控

温做得如何？记

者连日走访省会

石家庄的部分公

共场所并随机采

访了不同行业的

市民，调查发现，

低碳生活、节能

减排的环保理念

已深入人心，公

共场所控温政策

也初见成效，但

要全面落地还需

大家继续努力。 “利用智能手段将热能转

化利用，或成为解决问题的途

径之一。”河北环保志愿者协会

发起人、河北经贸大学原教授

张忠民对公共场所控温遭遇的

尴尬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与建

议。

张忠民说，“如今科技手段

越来越发达，推进城市建筑节

能减排工作，比如可以先从隔

热控温设施入手。”他认为，可

以利用智能手段改造隔热与控

温设备，让室内温度调节与室

外温度同步，逐步趋于合理化，

不受太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也

能有效节能减排。

另外，建议建立相关节能

机制，让公众从被动节能到主

动节能，将环保植根观念之

中。目前，城市建筑普遍由物

业公司管理，物业公司人员需

专业化，要从单纯服务升级到

合理管理，可考虑设立专门的

能源资源管理岗位，合理、有效

地调控建筑整体温度。

再者，如果要从根源上解

决能源问题，则要利用更多科

技手段，节能减排工作任重而

道远。“都说石家庄的夏天太

热。而热就是一种能源，怎么

把热能有效转化为电能进行降

温制冷，是我们正在考虑研究

的课题。”张忠民说，能源多元

化、能源转化再利用，能从某种

程度上大大节约资源，减少浪

费。另外，“着眼小处，作为普

通公众，我们首先要从生活小

事上重视节能、重视环保。”

不少市民感觉，近两年公共场所

内的温度普遍有所控制，很少像前些

年那样一进屋就会冷得打哆嗦。

“很多人已慢慢接受了节能减

排、低碳生活的观念，不少家庭也早

已不再把空调温度调那么低了。”石

家庄市民李先生说，他和家人其实都

挺怕热的，往年一入夏就把空调开到

最低“过瘾”。现在他和家人早已不

再“图一时凉爽”了，而是将空调温度

稳定在了 27℃，“而且不会开很长时

间，并保持每天通风换气。”

很多受访市民的看法和李先生

一样，甚至有的表示家里坚持不开空

调或者少开空调，而且没有因此感觉

不适。“一方面是感觉出出汗或者吹

吹自然风也挺舒服，另一方面也算响

应国家号召。一举两得。。””在表达对在表达对

公共场所控温的看法时公共场所控温的看法时，，不少受访者不少受访者

发出发出““调高一度调高一度””的呼吁的呼吁。。

当然当然，，也有部分市民认为也有部分市民认为，，像饭店像饭店

等就餐场所等就餐场所，，因为环境的特殊性因为环境的特殊性，，可以可以

适当将温度调低一些适当将温度调低一些，，““尤其是火锅尤其是火锅

店店，，如果温度太高如果温度太高，，就太难受了就太难受了。。””

近日，记者走访了石家庄市的商

城、行政服务大厅、地铁站、医院等多

处开放空调的公共场所，发现各处室

内温度差异非常大。

在勒泰的一家女装店，一进门就被

冷气吹得一身鸡皮疙瘩。因感觉有点

凉，记者询问店员室内温度，得到的回

复是整个商城用的是中央空调，也不清

楚具体温度。“通常上午顾客较少，我们

也觉得屋里特别冷。”店员说，而且他们

已经私下堵住了两个空调出风口，可仍

有不少顾客反映室内温度太低，不舒

适。在勒泰一家百货用品店，墙上有两

个空调温度调节器，显示设定温度为

“5℃”，室内实际温度为“25℃”。就体

感而言，比那家女装店要“温暖”一些。

在万达一层某服装店的更衣室

内，温度明显要比外面低得多。记者

拿出温度计，约两分钟后，温度计显示

的温度从 28℃降到 24℃。在隔壁的

一家服装店，室内温度显示为 27℃，

体感明显舒适多了。等到中午，客流

量越来越大，能感受到商场内的整体

气温有所升高。

记者走访发现，商场多使用中央

空调，不少受访市民觉得，有的商场空

调实在太给力，在室外常温条件下骤

然进去，会冷得打激灵。

部分商城店铺空调太“给力” 室内外温差大

办事大厅等半开放场所室温相对适宜

“很多女同事带条毛毯上班，快

成上班‘标配’了。”在某单位工作的

张女士说，她所在单位的中央空调开

得较早，其实时值初夏，在她看来，还

根本用不着吹空调。女同事们一般

怕冷，基本人手一条毛毯，但还是有

不少同事因穿得单薄被冻感冒了。

“办公室的空调温度基本就设定在

24℃，而我们基本都是坐着忙一天，

都不怎么动，确实感觉不太舒服。”

张女士所说的情况并非个例，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上班族大都有同样

的吐槽。

“室外气温35℃，室内才20℃左

右，内外温差太大，我都不知道该穿

什么衣服上班了。”刘女士是石家庄

某传媒公司员工，为了应对公司内的

低温，每天上班她除了必要的手包之

外，还得再拎件“御寒”的长袖外套。

“一进一出公司，一会儿穿衣服，一会

儿脱衣服，太麻烦了。”

另外，健身房也成了市民吐槽最

多的场所之一。“小伙子们怕热，老把温

度调到16℃。锻炼出一身汗，再一吹，

一下子就感冒了。”在石家庄某连锁健

身房内，一位正在器械区锻炼的男子

说，健身房的每个区域都有单独的空

调，调节器也在随手可触的位置，虽然

要求会员不许私自调温，但其实大家都

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空调温度。

部分单位被吐槽太冷，毛毯成上班时“标配”

市民呼吁“温度可以调高一度”

节能减排，控制温度，其实

是为应对我国能源供应紧张而

提出规范与倡导。据专家测

算，夏季空调制冷运转时，设定

温度每提高1℃，大约可以节省

电力20%。冬季制热运转时，设

定温度每降低 2℃，可以节约

20%的用电量。在我国夏季用

电量组成中，空调耗电占了很

大的比重。如果全国的空调都

把温度设定在 26℃以上，节省

的电力是相当可观的。又基于

我国公共建筑的空调管理粗

放、空调温度设置不够合理，导

致能效不高、能源资源浪费进

而加剧环境压力的现状，环保

专家认为，“控温”是基于现状

的必要之举。

早在 2007 年，国务院就下

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

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

准的通知》，其中关于“严格执

行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规定

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

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除医院

等特殊单位以及在生产工艺上

对温度有特定要求并经批准的

用户之外，夏季室内空调温度

设置不得低于 26℃，冬季室内

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20℃。”

今年 6 月 5 日是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第4个环

境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在2018年环境日国家主场

活动现场联合发布了《公民生

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对公

民日常生活中多方面行为提出

明确规定，其中就包括合理设

定空调温度，夏季不低于26℃，

冬季不高于20℃。

全国各地为响应号召，积

极开展环保宣传活动。今年 6

月13日，是主题为“提升气候变

化意识、强化低碳行动力度”的

全国低碳日，由河北省发改委

主办、石家庄市发改委等部门

共同承办的节能宣传活动，目

前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节能减排：“控温”是必要之举

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

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

标准的通知》发布11年来的执

行情况看，公共场所控温效果

仍有待提升，部分机关事业单

位、办事大厅，或者医院、学校

和公共交通场所温度调节不符

合国家标准仍不鲜见。

对于造成这一尴尬现象的

原因，有环保专家认为，由于控

温标准不是强制性的，执行全

凭自觉，政府能源部门监督管

控难。另外，在日常生活中，节

能概念并未植根公众心中，节

能环保意识较为欠缺。再者，

完善和细化“控温标准”，明确

处罚机制，对不符合“控温标

准”的违规单位进行查处等措

施，切实保证标准执行。

“让全民都能参与进来，让节

能成为必要的社会习惯。”省环保

厅宣教科王宏亮说，要培养全民

的节能意识，每个人小习惯的改

变，就能整体改善环境。养成节

能习惯也非难事，而是从一点一

滴做起，举手之劳，人人皆可为。

专家建议：通过科技将“热”利用起来

环保部门：让节能成为“社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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