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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供暖下月初试热
供暖煤储备已超六成，供暖客服中心热线开通：8333456

本报 10 月 11 日讯 (见习
记者 武希栋) 11 日，记者从

东营市供热处了解到，今年自
11 月中旬开始供暖。目前，东营

市的煤炭储备量已达到 10 . 5 万

吨。

据介绍，2010 年东营市暖

气检修工作已于 8 月底完工，小
区管网检修将于 10 月中下旬进

行，冷水调试时间为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初，热水调试时间为 11

月初，供暖于 11 月中旬开始。

东营市整个冬季供暖将需
要 16 万至 17 万吨的煤炭，目

前，东营市的煤炭储备已达到

10 . 5 万吨，11 月供暖前将完成
12 万至 13 万吨的储备，供暖

期间还将同时进行煤炭的后续
储备。

现在，东营市供暖客服中心
热线 8333456 已经开通，24 小时

为市民解答供暖问题。

供暖成焦点

应急预案已定

本报 10 月 11 日讯(见习记者

聂金刚) 天气逐渐变冷，不少

去年就供不上暖的小区居民目前

非常关注今年的供暖问题。记者
11 日从东营市供热处获悉，今冬

的供热应急预案已经制定，但目前

不方便对外界透露。

西城美滨花园的赵女士反映，

去年他们小区只有两栋楼能供上

暖，今年他们小区能否全部供上暖

成了邻居们最近谈论最多的话题。

“如果今年供不上暖的话，就得考

虑出去租房子住了。”赵女士说，去

年他们家就因为供不上暖在外面

租房子过了一个冬天。

据媒体报道，今年冬天可能会

遭遇“千年极寒”，这让越来越多的

东营市民开始关注供暖的问题。府

前小区的居民非常关心今年的取

暖费会不会上涨。吴先生说：“今年

的供暖价格不知道有没有调整。”

家住辽河小区的王女士对供暖试

水的时间比较关注，“要是试水时

间确定了，就得专门留一个人在家

看着。”

11 日下午，记者就市民关心
的问题前往东营市供热处咨询。供

热处的潘主任说，今冬的供热应急

预案已经制定，但是目前不便向外

界透露。

一楼顶楼不喜欢分户计量
暖气费比按面积收费还要贵

本报 10 月 11 日讯 (见习
记者 武希栋 王德军 ) 11

日，记者在安泰北区、安泰南区、

安慧南区三个暖气分户计量试

点小区走访了解到，多数市民认

为分户计量不仅解决了以前无

法控制室内温度的弊病，同时还

减少了取暖费。但也有居民反映

实行分户计量之后，暖气费不减

反增。

安泰北区的居民郑先生对

分户计量赞不绝口：“实行了暖

气分户计量试点之后，室内温度

就可以自己调节了。”郑先生夫
妻两人都是上班族，白天一般不

在家，只有晚上才回来，往年家

里没人的时候，暖气也照常供

着，即使将温控阀关了，也是按

住户面积收费，造成了很大的浪

费。郑先生说：“去年装上暖气计

量表之后，我们自己控制室内温

度，温度过高或是天气晴好的时

候，就自己调节流量，一年下来

节省了三四百元钱。”

记者了解到，现在的居民楼

多数采取地暖供热，居民张先生

住在四楼，如果三楼和五楼的暖

气全开的话，四楼的室内温度就

很高了，因此，自家只需调到十

八九度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去

年一年我们减少了 500 多元的

取暖费。”

王女士住安慧南区，她家在

一楼，而且在楼的最东边，照以

前的暖气收费方法，130 平方米

的房子，只需交 3000 元左右的

费用，自从实行了分户计量之

后，她家去年的暖气费用超支了

600 多元。王女士说：“我们孩子

还小，为了不冻着孩子，我们都

会将温度调高。”安慧南区的王

先生说，分户计量本来是节省资

源的一个方式，也减少了市民供

热费用，但是按分户计量模式，

居住在一楼、顶楼及两侧的居民

每年实际需要交纳的费用会高

出以前集中供暖时的费用。即使

把阀门开到最大，在供热基础设

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供暖效果

也没有多少提高。对此，不少居

民表示，虽然现在相关部门并没

有收取多余费用，但是也没对这

种情况提出任何优惠措施，希望

相关部门可以提供更好的办法

来解决。

据了解，东营市自 2009 年

冬季开始进行暖气分户计量试

点，首批试点的小区包括安慧南

区、安泰南区及安泰北区三个小

区，包括安装暖气计量表、改造

暖气管道及墙体相应设施等，费

用全部由市财政出资。

格暖情点击

安慧南区的王女士家住一楼，房子 130 平方米。照

以前的暖气收费方法，她家只需交 3000 元左右，自从实

行了分户计量之后，她家的暖气费要多交 600多元。

今年的供暖期即将到来，东营供热部门准备得怎么

样了？今年无法享受供暖的还有哪些小区？他们将选择怎

样的方式度过严冬？自今天起，本报特开通供暖热线：

8065000，全面关注市民今年冬天的供暖情况。

本报推出特别行动帮您问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