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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体验热电厂工人

3000吨煤俩小时卸完，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跟打仗似的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潘清凤) 今天是中国二十
四节气中的小雪，可家住伟东新都二
区的赵先生家的暖气还不太热，甚至
有的房间是冰凉的。物业表示可能是
管道问题或管网暖气流量不足导致受
热不均引起。在本报协调下，开发商上
门对赵先生家中的供暖管道进行了维
修，给赵先生解决了供暖难题。

23日，记者来到伟东新都二区的
赵先生家。“和人家交一样的钱，却不
能享受同样的温暖，心里感觉很不平
衡。”赵先生自从去年6月搬到这里住，
暖气温度就一直不达标，还有一间卧
室基本是凉的。本以为今年会好一点，
没想到又是这种情况。

赵先生无奈地表示，他已经找了
热源厂、物业、开发商，但最终都没有
解决问题。热源厂维修人员说楼道里
供暖管道正常，屋里不热，他们无法解
决这个问题。而物业说已经登记了，会
反馈给开发商。开发商说周一会给维
修，但两天过去了还是没动静，现在他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伟东新都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
赵先生家的暖气还在维保期间，今年
是最后一年。暖气不太热可能是管道
问题，也可能是管网暖气流量不足而
导致的受热不均。物业会及时把信息
反馈给开发商，让开发商与热源厂协
调，尽快让居民家的暖气热起来。

随后，记者拨通了开发商的电话，
开发商称目前没有接到物业关于该居
民家中暖气不热的信息，如果接到，会
马上派出应急小组给居民解决。经过
本报协调，开发商上门对赵先生家中
的供暖管道进行了维修。截至记者发
稿时，赵先生家中的暖气已经热起来。

一业主家暖气
两年一直不热
经本报协调

开发商及时解决了问题

23日上午，当记者赶到位
于清河北路的北郊热电厂时，
一列运煤专列正静静地停在
煤场上。在这个长500多米、能
容纳十几万吨煤炭的煤场上
已经堆了四五座小煤山。经过
短时间的闲暇，装卸机和工人
又开始在刚刚停稳的列车前
忙碌起来。

“叮当、叮当……”已干了
6年多卸煤工的王祖水手拿一
个数十斤重的铁榔头，将每节
车厢的插销闸门敲开，黑亮的
煤炭就“哗啦”一下流到煤场
内。在王祖水的帮助下，他的
两名工友用皮带将车门吊起，
方便挖掘机铲煤。

“这列货车有30多节车
皮，每节车皮装70吨煤。”王祖
水告诉记者，无论是白天还是
夜晚，只要来了运煤车就得赶

快卸载，迟了铁路部门会处罚。
卸煤就像打仗一样，虽然说着
话，王祖水手上也没有停下，将
车门一个个打开。虽然太阳已
经出来了，但冷飕飕的北风带
着煤粉刮到脸上还是生疼。

“这一列车就有近3000吨
煤，两个小时就得卸完，也只
够一天烧的。”北郊热电厂燃
料车间煤管班班长郭忠强告
诉记者，这些煤要靠2台装卸
机、16个工人一点一点卸下
来。卸煤工还得将车皮清理干
净，避免落下的煤块在列车高
速行驶时弹出来出现意外。

有时候煤炭不够用，或者
需要将不同的煤搭配起来烧，
热电厂还要动用汽车从位于
省城东郊的江山煤场拉煤，特
殊情况下一次要运来1000多
吨应急。

来来往往的列车、忙碌不停的卸车工、轰鸣

的机器厂房、高精密仪器前一丝不苟的技术人

员，也许你以为这是一座大型商品生产基地，但

这是北郊热电厂的场景。近3000吨煤、7台锅炉、

900万平方米、十多万户居民，这是和省城北部这

座最大的热源厂紧密相关的数字。23日，记者探

访了煤炭卸载、传输、进炉的全过程。

“叮铃铃”，随着一阵铃声响起，
又到了传送煤炭的时候。一台大型挖
掘机将煤山上的煤一铲一铲运过来，
倾倒在20多平方米大小、井箅子似的
煤口上方，手拿铁锹和铁钎的苗锌停
早已在旁边严阵以待，安装在煤口下
方的给煤机也“嗡嗡”地震动起来。

“一震动，煤就能自动掉下去，有
些大的煤块要人工帮忙才行。”苗锌

停告诉记者，经过给煤机的震动，
煤炭一般都能自动落到传送带
上。但如果煤块较湿遇冷结块或
者有较大的煤块时，还要人工用
铁锹和铁钎弄碎。

“这里有5条传送带，从电流表
上数字的变动就能看出皮带传输
量的大小。”燃料车间的邹主任告
诉记者，经过给煤机的震动，煤炭

就直接掉落在传送带上，传送到碎煤
车间进行粉碎加工。正常的话每小时
可进煤120吨，为了满足一天近3000吨
的燃煤量，工人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燃料间，两条500多米长的传送
带正在运转，工作人员叶天正在巡视。

“传送带要确保不出任何意外，否则传
输的煤炭将会翻倒。”叶天说。

“这是个大型磁铁，主要用来清

除煤炭内的金属物。”记者看到，在每
条传输带的中间位置都安装了一个
大型的磁铁装置，上面吸着一些铁
丝、铁棍等。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来的煤炭
中经常混杂着一些金属物体，甚至还
会有雷管等爆炸物。如果不能及时清
理出来，轻则会划伤传送带，严重的
话还会对锅炉的正常运行造成损害。

传输带上装有吸铁石

俩小时要卸近3000吨煤

干一天活，吐口唾沫都是黑的

“经过一天的运行后，这
里都会结成厚厚的煤块，要用
铁钎捣碎才行。”经过传输，煤
块被运到离地 2 0多米高的碎
煤车间，在橘红色的落煤管内
被粉碎成直径2 . 5厘米左右的
煤粒。

由于煤炭水分含量较大，经
过粉碎后会有大量煤粒被挤压
堆在一起，形成厚厚的碎煤层。
机器运转时无法清理，每当机器

稍微停下，工作人员就必须马上
打开厚重的铁盖子，用十几斤重
的铁钎将凝结在铁皮上的煤层
捣碎。

记 者 也 戴 上 厚 厚 的 手
套，踩着铁制的脚手架，握住
冰 凉 的 铁 钎 ，使 劲 将 结 块 的
煤 层 捣 碎 。由 于 落 煤 管 内 漆
黑 一 片 ，工 作 人 员 打 开 手 电
筒，顺着微弱的光，记者握紧
铁 钎 连 续 捅 了 十 几 下 ，一 个

落 煤 管 还 没 清 理 完 毕 ，手 臂
就变得酸麻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燃料间
一天要上三遍煤，落煤管也要清
理三次，否则煤块凝结将会妨碍
煤炭的传送。

“在这里干上一天活，吐口
唾沫都是黑的。”工作人员说。虽
然才仅仅体验了一下，可记者的
手上已经沾满了煤粉，喉咙也变
得干涩起来。

7台锅炉为十多万户居民供暖

“现在天气还不是太冷，高
峰时7台锅炉同时开才能保证辖
区居民供暖。”工作人员说。

煤炭经过粉碎后，最后进入
煤仓，最终成为燃料。

据介绍，煤炭进入锅炉燃
烧后，经过高温高压，将水加
热到两三百度。在此过程中，

煤炭燃烧将首先产生大量的
热电，经过电网给市民输送大
量的电力。

“先发电，再供暖。”据介
绍，锅炉发电后，剩余的高温
蒸汽才是用来给市民供暖的。
北郊热电厂所辖900万平方米
供热面积，10多万户居民都要

依靠这座北部最大的热源厂
取暖。

由于气温还不太低，目前北
郊热电厂只有4台锅炉在运转。
如果气温降到零下10多度，7台
锅炉可能要全部运转才能保证
市民供暖，每天光煤炭就需要
3000多吨。

工人们卸载从山西用火车运来的煤炭。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燃料车间邹主任介绍配煤环节。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记者王光营体验疏通堵塞的运煤通道。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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