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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居民已做好取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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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热点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但在石臼街道林

家滩村经销煤炉的林女士这几天却没卖出

几个煤炉，“大部分村民家里都有炉子，没

有的也在前几天买了，因此，这几天炉子没

卖出去几个。”林女士说。

13日，在黄海三路与海滨四路交会处

一经销点，因价格高，而且不少居民早就储

备好煤炭，现在一天的煤炭销售量在10吨

左右，而前一段时间则能达到20吨以上。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没有储煤的居民也趁

着冷空气来之前抓紧储备。

在南王家村、林家滩村、沙墩村等城中

村，几乎每家每户的窗户、房门或房顶上都

已经安上烧煤炉用的烟囱。

除了取暖之外，食物、医疗等各种支出

也将构成这些普通家庭的过冬成本。如何

精打细算过冬，成为城中村居民最为关注

的事情。

1 .今年冬天怎么测室温？暖气不热怎么

办？

答：对供热温度进行测量，应当在门窗

正常关闭一小时以上的情况下，将计量器具

置于被测房间中央距离地面1米处，计量器

具的稳定读数为实际供热温度。

供用双方对于室内温度存有异议的，应

委托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的有资质检测

机构对供热温度进行测定，费用由责任方承

担。

在正常条件下，采暖期内用户室内供热

温度为18±2℃，不得低于16℃。供热合同另

有规定的，从其约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

供热时间和供热温度另有要求的，由供热双

方协商确定。

2 .今年的供暖分区是怎么划分的？

答：今年集中供暖面积有580万平方

米，在市区有三家供暖企业，分别是日照市

热力公司、阳光热电有限公司和山海天热力

公司。其中，日照市热力公司负责老城区、新

市区和石臼所共计520万平方米，阳光热电

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区50万平方米，山海天

热力公司负责辖区10万平方米。

3 .为什么我家不能享受集中供暖？

答：集中供暖的前提是要有暖气管道，

在暖气管道改造完成之后，具备集中供暖条

件的小区会在11月25日之前及时供暖，如

果暖气管道没有通到所居住的小区，就无法

享受到集中供暖。

(本报记者 张焜 见习记者 贺超)

大部分居民

已做取暖准备

在日照打工的郭朋夫妇想出了取暖
“妙招”。郭朋今年28岁，老家在德州，半年

前和妻子来日照。一个月前，两口子决定经

营点小买卖，于是在秦楼街道办事处南王

家村沿街租了一间房子。

“我们来打工的外地人，租的房子不

大，所以也没什么讲究，只要冬天不挨冻就

行了。”10日晚8点，郭朋边收拾东西边对

记者说。郭朋夫妻二人在街边卖熟食、凉

菜，每天凌晨3点钟就得去市场进货，晚上

八九点才收摊。

郭朋经营的熟食生意，需要不间断用

煤球炉给老汤加温，所以他没再准备其他

取暖设备。“白天，装老汤的大桶一天都在

加热，温度很高，晚上收摊之后，把桶提到

屋子里，老汤散发的热量比暖气还管用。”

郭朋说。

而该村65岁的村民赵庆友老人告诉记

者，在南王家村除了本地居民，有不少外地

打工的人在这里租房子。“在外打工，两三家

租一个院子，冬天每家每户买个煤炉，备上

点煤，天冷的时候烧上点。而条件稍微好点

的备上个电暖器、电褥子，空调则是奢侈品，

只要不挨冻就算是取暖。”赵庆友说。

在外打工

取暖没那么讲究

10日晚7点，记者来到秦楼街道南王

家村秦士芹的家中。在他家的墙角，摞着六

袋煤块，这些煤块就是为过冬而准备的。除

了用煤取暖外，秦士芹和老伴还保持着烧

土炕的老传统。

“孙女刚满八个月，考虑到孩子太小，

前几天备下了半吨煤，一共花了800多

元。”秦士芹的老伴迟令娟告诉记者。半吨

煤够用吗？迟令娟说：“肯定不够用，这些煤

主要为了小孩取暖。”

“以前，冬天天冷的时候我们是烧土炕

取暖，这样既能做饭也可以取暖。那时候家

里会在夏秋储备几车树枝、干草，正好烧上

一冬天。”秦士芹说。

从电视上看到今年冬天特别冷，秦士
芹老两口也开始犯嘀咕，今年家里除了刚

买的半吨煤，并没有其他储备。“以前过冬

还备些树枝取暖，但是现在不好存树枝。不
过要是真冷了，我们准备再买些煤用来烧

土炕。”秦士芹说。

备了半吨煤

主要为孩子

一些城中村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仍

延续着烧煤炉取暖的习惯。“烧煤相对便

宜，取暖的同时可以烧水、做饭。”秦楼街道

南王家村的赵庆全说。

今年35岁的赵庆全是本地人，加上父

母，一家五口人住在五间平房里。这几天，

过冬采暖的事情让他颇为头疼。10日中

午，赵庆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没有固定工

作，一年收入两万多元钱，每个月除了正常

的家庭开销、小孩上学的费用等，家里余钱
并不多。

“今年物价上涨得厉害，什么都在涨价，

煤炭也由去年的1300多元/吨涨到今年的
1700多元/吨。往年这时候早就备好了煤炭，

但是，今年煤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到现在

还没有储备取暖的煤炭。”赵庆全说。

不过，听说最近马上降温了，赵庆全有

了买煤的打算，“买煤挺方便，每天都有煤

贩开车拉着煤到村里叫卖。家里有老人孩

子，马上天气就冷了，买上一吨煤，平时省
着点烧，差不多能用一冬天。”赵庆全对记

者说。

烧煤炉取暖

是老习惯

有管道有供暖设备却没换热站

两栋楼守了十年

冷暖气片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吴金彪 见习
记者 张永斌) 柳先生今日致电本报，称

秦楼街道西明望社区的两栋楼房建成近10

年，有暖气管道，但一直未供上暖。社区负责

人表示，虽然供暖口今年已经预留，但最快

也要明年才能正式供暖。

15日10时，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路上的

秦楼街道西明望社区，看到西明望社区附近

两栋多层楼房均为6层高，西边的楼房共有

4个单元，计48户，东边的楼房共有3个单

元，计36户，楼房的入住率很高，空余的极

少。“周围居民楼都有暖气，只有我们这边不
热，成孤岛了。”

柳先生说，他于2002年购买西明望社

区多层楼房的房子，虽然入住时便有暖气

片，但至今一直没供上暖，年年过冬只能抱

着“冷暖气”。2007年，因为家人实在忍

受不了寒冷，他只好到城建花园租房居

住。“孩子受不了啊。”柳先生说，这里

地理位置很好，紧靠银河公园和几所学校，

贴出出租广告后便有一些打电话咨询的，但

一听说冬天没有暖气，尽管价格很低，但还

是没人愿意来。

记者就此事咨询西明望社区居民委员

会。村委书记夏书记说，这两栋楼是2000年

开建的，东面的楼是村委建的，西面的楼是

日照一房地产公司投资建设的，住户有“双

证”，后来这家公司注销了，现在水电等费用

由村委代收，但并不收取物业费，住户也大

多不是村民。

夏书记表示，两栋多层楼房当时虽然家

家安装了暖气片，但周围没有设计供暖用的

换热站，并不能供暖。今年村委建设旁边的

3栋高层楼房时，给这2栋多层楼预留了供

热口，但因为和高层供热方式不一致，还得

再建相配套的换热站。因为牵扯到供热公司

的收费问题，这部分钱还得由想供暖的住户

集资。建成换热站后，明年7月份高层竣工，

将和高层组成一个小区，到时根据面积和工

程造价一起供暖。

天冷了，这个冬天咋过？日照市区将开始供暖，集中供暖小区可以供上暖气。而在市区，还有

一些居民区暂时无法享受集中供暖。

近日，记者走访了日照市区多个城中村。因为煤价上涨、供暖条件有限等多种因素，居民取暖

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多数居民早早地为取暖做好了准备。

天气变冷，为了孩子取暖，秦士芹一家刚买了半吨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