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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管网一天失水近千方
个别居民私自放水，影响系统正常供暖

达成协议，矛盾化解
绿景园小区暖气管道顺利接通

本报济宁11月24日讯
(记者 刘守善) 本报21
日C06版报道了绿景园小
区暖气管道接通一事，部
分小区居民在供热施工
中进行了阻挠。记者随后
采访得知，当时阻挠施工
的是绿景园小区隔壁的
邮电新苑小区的居民，因
为供热公司在向绿景园
送暖施工时，占用了邮电
新苑的地下综合管沟，且
施工前未向居民商议。目
前，邮电新苑已与供热公
司达成协议。

邮电新苑小区的一
位业主代表告诉记者，绿
景园的建设在邮电新苑
之后，而在今年的暖气改
造时，济宁聚源供热公司
将通往绿景园小区的主
管道，埋设到了邮电新苑
小区的地下综合管沟内。

“供热公司占用了我们的

公共设施，影响小区以后
的增容、维修工作，而且
事前并未和居民协商。”
这位业主代表告诉记者，
供热公司随意施工，给邮
电新苑小区居民造成了
影响，这是居民阻挠施工
的主要原因。

目前双方已达成了
协议，记者从协议书中看
到，供热公司在施工过程
中对邮电新苑围墙、绿化
等设施造成的损坏将在
七日内恢复原状。同时，
供热公司保证本次施工
不对邮电新苑供热用户
取暖造成影响，否则，会
及时采取措施使邮电新
苑供热不低于国家、省市
规定的供热标准，如供热
公司采取措施不及时、不
能达到标准，将对当季供
热费用给予减免(返还)并
赔偿。

格来电照登

1、运河小区西区17号
楼一位居民称，家中两间
卧室的暖气不热，片区服
务员曾前去家中调试，暖
气还是没有得到改善。

2、古楷园小区轻纺办
宿舍1号楼东3单元5楼东
户居民称，自己家中的暖
气片冰凉，而邻居家中暖
气正常，希望工作人员能
到家中调试。

3、马驿桥小区7号楼
居民魏先生称，这栋居

民 楼 全 部 暖 气 片 都 不
热，希望供热公司能尽
快维修。

4、交运集团一宿舍6

楼的居民称，顶层住宅暖
气片冰凉，放了几次水也
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文大街9号楼东一
单元一楼东户居民称，家
中的暖气片不热，室温非
常低，希望供热公司能将
尽快解决。

(刘守善 整理)

本报济宁11月24日讯(记者 刘守
善) 进入正式供暖期后，不少市民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称，家中暖气片的温度不
够高。24日，记者从东郊热电厂采访得
知，正式供暖10天来，该厂所辖换热站
每天失水接近1000方。部分小区居民私
自放水，造成供热系统压力、温度降低，
导致周围居民家中的暖气片温度难以
提升。

“我家暖气片有些热乎，但不像往
年那样烫手地热。”24日上午，红星小区
的一位居民向问暖热线反映，家中暖气
片中经常发出水流动的响声，他认为暖
气片中可能存在空气，导致暖气片的温
度升不上去。鸿顺小区、铁塔寺小区等
处的居民也向本报反映，进入供暖期以
来，家里的暖气片并不是特别热，他们
认为，换热站向用户家中输水的压力不

足，希望供热公司提高供水压力。
24日下午，记者从聚源供热公司网

络监控室看到，工作人员对辖区各换热
站的补水情况进行了统计，截止当日15
时左右，换热站补水总计426方。“自正式
供暖10天来，100多个换热站每天都要补
水，平均每天的补水总量在1000方左右，
而技术人员对管网进行检查时并未发
现漏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下午
6点到8点，是二次网失水最为集中的时
间。工作人员认为，失水主要来自两方
面原因，一是居民在供热初期感觉暖气
片温度不够高，放水促进循环；另一方
面是用户安装放水阀私自放水，用于拖
地、洗衣服等。

“供热系统的循环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居民在供暖初期排放系统内空
气属于正常现象，但见水后应立即关闭

放气针。”聚源供热公司经理丁洁告诉
记者，大量放水造成暖气片升温其实是
个假象，因为大量放水会导致系统内缺
水、压力降低，在关闭放气针后不久便
会恢复原状。分户控制的用户可以将回
水阀门适当关小，以增加效果不好的暖
气片内部的压力和流量，达到各组暖气
片温度均衡的效果。

丁洁告诉记者，供热系统内的热
水是经过化学处理的，可能会对人体
皮肤造成伤害，而且暖气片中的热水
不能作为生活用水。“大量放水会导致
系统内大量亏水，无法保证采暖系统
正常的压力，影响自己和其他用户的
正常供暖。”丁洁说，亏水后，供热公
司需要向换热站内补充大量凉水，提
温还需一段过程，难以保证较高的温
度。

正式供暖以来，处于供
暖系统末端的一些小区居民
向本报问暖热线反映，家中
的暖气片有的热、有的凉，存
在时好时坏的情况。记者从
聚源供热公司了解到，今年
进行大面积的分户控制后，
供热二级网压力失衡，供热
公司已开始逐片区调整供热
压力，保证末端用户的取暖
效果平稳。图为任城区环保
局宿舍1号楼西单元，宋大妈
家里暖气温度一直不是很
高。

本报记者 李岩松 孔
令茹 摄影报道

家家里里暖暖气气咋咋不不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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