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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今日烟台

28日下午，记者辗转来到

了偏远的芝罘区黄务小学南

车门教学点，详细查看了教室

的备暖情况。

该教学点的王群策校长

介绍，为了方便村里孩子上

学，1994年，黄务小学特意在南

车门村设立了一个教学点。

“现在学校一到五年级都有，

共有一百多个学生。”

谈起学校为供暖做的准备

工作，王校长表示，区教育局和

学校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冬季取

暖工作，受客观条件限制，学校
不能使用暖气来取暖。为了让孩

子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每间教

室会配备一个烧煤的炉子，并准

备好了取暖煤。

“只要天一冷，我们就支起

炉子。”据王校长介绍，炉子放在

教室的中间，周围用铁丝围起来

形成一个防护网，然后炉子连接

通风管，将煤烟排出教室。“往年

都是这么做的，教室里绝对不会

有很大的煤烟味儿。”

王群策告诉记者，用炉子

取暖，虽然没测过温度，但是

会让孩子们感到舒适。“一周

之前，学校已经用教育局划拨

的款项购买了十几吨的煤。”

王校长带领记者来到篮球场

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面堆了满

满一屋子煤。“根据以往的经

验，这些足够用了。”

除了储备煤这一措施外，王

校长还告诉记者：“老师也会随

时叮嘱学生注意天气变化，学校
还有一个‘阳光体育’的活动，比

如组织踢毽子、跳绳、做操等，增

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记者从芝罘区教体局后勤处了解到，芝罘区共有中小学68所，其中55所学校实现了城市集中

供热，6所学校用锅炉自供热，2所规模小的学校用空调供热，还有5所平房校舍用土暖气供热，全

区中小学供热面积达42 . 5万平方米。

据后勤处的孙主任介绍，近两年，教体局加大了对学校供暖设施的投入，将具备集中供热条件

的学校全部与城市供热管网并网，将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楼房校舍，安装锅炉供热。

孙主任告诉记者：“集中供热学校的暖气费，采取国库统一支付企业暖气费的方式，确保学校

正常供暖。需要烧煤的学校，教育局根据学校的具体需求，拨钱给学校，学校再到指定地点购买。每

年暖气费的支出为1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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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入住的房子

暖气费怎么算

读者谭女士咨询：自

己在芝罘区幸福八村附近

有一套房子，买了六七年

了但一直没装修，也没入

住，暖气也一直没有开通，

以后如果开通，需不需要
交钱？

记者咨询了谭女士房

子所属的烟台热力公司。工

作人员表示，谭女士最好能

携带自己的房产证来一趟

烟台热力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便于查证并确

定是否需要补交费用。一般

来说，如果房子一直没有开

通暖气，原则上是不需要补

交费用的。

锦绣花园

今年供暖有点难

读者孙先咨询：锦绣
花园今年入住的住户已经

达到500多户了，希望今年

能供暖，但是咨询供热公

司得知，住户没有达到要
求的比例。

记者咨询烟台供热

燃气管理处得知，锦绣花

园是新建小区，供暖应首

先由开发商或物业公司

向所属供热公司提出申

请，协商并网供暖事宜，

并提供业主供热率明细，

申请管网系统鉴定试压

等，建议孙先生可以咨询

所在小区开发商或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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