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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知识大讲堂之春季装修(三)
——— 装修前应注意防潮

春季家庭装修最容易出
现问题的地方之一就是装
修中所有的木制品防水工
程。

木地板如今已是消费
者装饰地面的首选。建议挑
选木地板时应注意它的含
水率，尤其是实木地板，一
般含水率应在11%左右，如
果含水率偏高，买回家后铺
装完毕，待木地板本身水分
散失，会出现起翘变形现
象。消费者可以要求厂家用
专门仪器测量其含水率。另
外，铺好地板的房间应该注
意开窗通风，使涂料、水泥
和地板的潮气慢慢散去。

铺装木地板的方法也

是决定它日后品质的因素。
施工前应保持地面干燥，铺
好防潮层。防潮层一般铺垫
宝，若厂家不予配送时，消
费者应提出要求。 买谁家
的地板就一定要谁家进行
铺装。一是施工人员对自家
的产品比较了解，利于施
工；二是避免日后发生扯皮
现象发生，一家产品一家施
工一家负责对消费者是有
利的。

最后，对于木料的防潮
做法是在选购木料时，一定
要到大型批发市场处，而不
能在街边小店。因为大型批
发市场的木料一般是在生
产地做了干燥处理后，再用

集装箱运来，批发商直接从
集装箱提货，然后再运到装
修业主的住宅。中间环节的
减少，相应减少了木料受潮
的机会。如果还不放心，购
买时不妨要求使用湿度计
对木材进行湿度检验，这样
便可万无一失。应该提醒的
是，木材买回后应该在屋内
放两三天，再进行施工程
序。这样，木料基本上就不
会再出现变形的问题。
(本文由菏泽城市人家装饰
友情提供)

单县退休教师朱启舜写罢知识写“冷暖”

天气预报：一笔写了九春秋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任崇勇

“虽然现在信息发达，电视、手机
都可以传播天气预报，但是村民平时
挺忙，不能在固定时间看电视，能为
老百姓做点事，是我这辈子的荣耀。”
朱启舜表示，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
去，也不枉费大家送给他的“义务天
气预报员”称号。

此外，朱启舜还专门到菏泽科普
馆进行参观，在防雷减灾展厅参观
时，他触动特别大。一些雷电灾害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就是因为农村的
村民缺少防雷减灾知识，才造成了人
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临走时，朱启舜向气象局工作人员

要了一些气象减灾防灾的科普宣传资
料，并对这些资料认真学习，这些资料
也成为了他在小黑板上的气象知识来
源。在雷雨季节到来前，他就在各村写
天气预报的固定地点，写上如何在雷电
天气中的避险与自救，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的划分与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边坚持一边学习让“服务”更专业

年轻时在教室为孩子们书写知识，退休了
在村头为村民写“冷暖”。单县73岁的退休老教
师朱启舜每天早晨7点之前为附近十几个村子
的村民写上最新气象预报，一写就是9年。

朱启舜是单县的“名人”———“感动单县
十大人物”、“菏泽市十佳老人”、“单县十大环
保模范人物”、“义务修路人”……但让他听着
最为高兴的就是“义务天气预报员”。因为这
个称谓让他觉得很自豪，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也让他在村里、在终兴镇及周围的乡镇中很
有人缘。

义务天气预报员让村民避免经济损失
“那次要不是朱老师提醒注意天

气，我刚买的雏鸭估计都被冻死了！”
村里的养鸭大户朱忠强对他有太多
的感谢之言，在灾害性天气到来的时
候，朱启舜都会跑到他以及其他几个
养鸭专业户那里告诉他们，提前做好
准备应对灾害性天气。

“2004年的冬天，我刚买的雏鸭，
对温度要求挺高。刚好有一个寒潮天
气过程，降温幅度特别大，朱老师就
跑来提醒我。”朱忠强表示在听取了
朱启舜的建议后，及时在养鸭大棚里

支起了炉子，给小鸭做足了取暖的准
备，避免了经济损失。

一个偶然的契机，朱启舜来到了
菏泽市气象局问最近的天气，“那时
候信息来源比较少，我老伴患有支气
管哮喘病，阴雨天就会加重，想想自
己需要天气信息，村民们更需要这些
信息来安排农事。”朱启舜从气象局
要来电话号码，回去后经常打电话，
关注各种气象信息，义务为附近村民
送上最新气象资料。

从那以后，无论刮风和下雨，无

论严冬还是酷暑，朱启舜每天都会将
他从气象部门获知的气象信息通过
写或者说，传达到村民那里。有的时
候头一天下午的预报与上午9点的预
报有很大的差距，此时朱启舜还会再
去修改早晨写的天气预报。“不能耽
误群众的事，因为我写的天气误了人
家的农活，是对大家的不负责任，也
是对气象局同志的不负责任，人家预
报了，我就得给人家传达到。”朱启舜
对义务报道天气预报有种很强的责
任感。

单县中兴镇朱双楼村的村民起
床后都有个习惯，那就是到村头小学
校的门口去转转，从那里回来后再安
排一天的活计，计划近期的农事。因
为小学校的门口有两块黑板，黑板上
每天早晨7点前都会有最新的天气预
报，有时还有农事建议或者气象科
普。在历经风霜有些发白的黑板上，
几行整整齐齐的粉笔字为农民提供
了不少便利，也成为了朱双楼村村民

生活不可缺少的资讯。
退休后的老教师朱启舜每天早

晨第一件事就是往上衣口袋里揣上
几支粉笔，骑着三轮车在他们村附近
的几个村庄写天气预报。他经过的村
庄，在公共黑板上，或者水泥墙上，都
会留下几行粉笔字，那就是当天和最
近几天的天气预报，还会有农事提
醒，气象警告等。

“最近几天天啥样？”“还冷不？”

“下雨不？”……周兴镇及周围的乡镇
的人们见到朱启舜，都会停下手中的
活，三个两个的聚过来，围住朱启舜
聊天问话。

“最开始我只在朱双楼村写天气
预报，后来我看大家都很需要，慢慢
扩展，一直到现在固定写的有12个村
庄。”朱启舜算了算他曾在40多个村
庄写过天气预报，因为体力原因，每
天他固定在十二三个村庄写。

村头“气象”小黑板成村民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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