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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东北村居民住上楼房20年，一直生炉子取暖

千千户户居居民民今今年年可可享享集集中中供供暖暖

为何老旧城区的居民求暖多
年才得以实现“暖冬”愿望呢？据
业内人士介绍，老旧城区墙体保
温效果差，很难达到供热标准。对
于资金、技术等要求较普通小区
要高很多，施工过程也很复杂，是
新建小区施工难度的好几倍。

据某供暖企业的工作人员介
绍，老旧小区的建筑房屋墙体本
身保温效果就差，不如新建的小
区都有保温墙体，保温效果好。

“这就像在一个开着窗户的房间
内供暖，提供的热量再多，也容易
发散，温度也很难稳定在暖和舒
适的点上。”

此外，相比起新建小区的初
次官网铺设，老旧小区的供暖网
线铺设，要牵连很多其他部门和
城市设施。像水、电等都是必须要
考虑的。而且，供暖后供暖企业要
尽力保证老旧小区的室温达标。
比起有保温墙体的小区来说，为
了达标，供暖企业可能就需要耗
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
在技术上也需要更高的要求。从
主管网到小区内的管网等设备，
要求要更高才能达到与保温墙体
小区同样的温度。”

老旧小区改造

难度大牵连多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罗
静) 还有不到一个月，今冬集中
供暖工作将正式开始。自即日
起，本报联合中心城区的主要供
热企业—淄博热电集团，开通

“供暖热线”帮助市民反映并解
决供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供暖
热线电话：2272168。

您家的暖气热吗？温度达标了
吗？您家的暖气计量精准吗？您家
暖气漏水吗？您家暖气缴费遇到什
么问题了吗？如果您遇到这些情
况，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本报将
及时反映您遇到的难题和疑问，并
联合淄博热电集团第一时间为您
解决问题，尽量给市民一个满意的
答复。同时，如果您有对于供暖的
建议，也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本
报将及时反映给供热企业和主管
部门，促进各种供暖问题的解决，
让市民在这个冬季不仅仅身暖，更
要心暖。

本报“供暖热线”

2272168助力暖冬

为了迎接今年的集中供暖，刘女士家新换了暖气片。 本报记者 罗静 摄

生炉子难保暖，年轻人多搬走

据城中小区东北村的居
民刘先生介绍，以前使用炉
子取暖的时候，冬天室内温
度 最 高 也 不 过 1 1 ℃ 、1 2 ℃ 。

“白天有人看着炉子，不断往
里添加煤炭还暖和点，晚上
就不行了，睡觉前都把炉子
封死，到了半夜就冷得不行。
即使白天生着炉子的时候，

在室内也还需要穿着毛衣和
厚外套，不然就觉得连骨头
都凉飕飕的。”

因为冬天温度太低，一
些年轻夫妇有了孩子后就另
外买房搬走了。据刘先生介
绍，他儿子和儿媳是普通单
位职工，夫妇俩生了女儿后，
原 来 的 房 子 冬 天 温 度 太 低

了，怕冬天冻着孩子，就咬咬
牙另外买了套能集中供暖的
房子搬走了。而在东北村，像
刘先生儿子一样情况的年轻
夫妻还有不少。

据了解，目前该小区多
数青壮年都已搬走，剩下的
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外来
打工的租房者。

配套设施不完善，冬季取暖成难题

据了解，张店东北村于1993

年改造建成了23栋居民楼，供
全村千余户居民居住。改造后
的小区成为现如今张店城中小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改造
的时候，小区各种配套设施并
没有建设完全，其中很重要的
一项就是没有实现集体供暖。
东北村的居民虽然住上了楼
房，但是取暖方式仍是跟原来
农村的取暖方式一样，每年冬
天都要在家里生炉子，而这样
一生就是20年。

21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

了解到，东北村千余户居民，几
乎家家都有炉子。“没办法啊，
咱这是标准的北方，冬天不想
办法取暖的话，这日子没发过
啊。”东北村的王女士说道。“以
前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冬天生
不生炉子还都行，冬天也就这
么凑合着过来了。这两年不行
了，年纪大了冬天很怕冷，不生
炉子直接不行。”

然而，冬天在家生炉子也
给居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的地
方。据王女士介绍：“每年冬天
生炉子取暖，都得提前买好煤，

要是买的煤炭质量好还好说，
质量不好，一生炉子满屋的烟，
甭提多呛了。而且烧炉子也很
不卫生，家里很容易就脏，家里
放炉子的那个房间屋顶都被熏
黑了，每隔一两年这墙壁就得
粉刷一次，不然就黑得没法
看。”提起生炉子的弊端，东北
村居民很多都有同感，“主要还
是不安全，万一炉子生不好再
加上冬天门窗紧闭，很容易一
氧化碳中毒；而且家里有孩子
的话，跑来跑去也很不安全。”
居民张先生说道。

本报记者 罗静

相关链接

“还是暖气好啊，暖和又干净，不用再忍受炉子那呛人的烟味儿了，用起来还安全。没想
到这辈子我还能用上集体供暖。”20年没有用上集体供暖的原张店东北村千余户村民今年终
于实现了集体供暖，实现过“暖冬”的愿望。21日，在暖气管网改造现场，原东北村村民王女士
感叹道。

申请集中供暖

需多方协调

据了解，多年以来该小区
住户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
集中供暖。“我们这几年也是
一次次地去社区、去供暖企业
问什么时候能给俺们供暖。我
们的社区书记也一直帮我们
协调水、电各方面的工作。这
个供暖不是仅仅顺上暖气管
网就行的，还牵扯到水管、电
线等多方面的东西，所以一直
也没有得到解决。”城中小区
东北村的王女士说道。“不过
今年，经过各方努力，我们这
暖气管道终于顺上了，今年冬
天终于能过个‘暖冬’了。”

眼看着今年就要集中供
暖了，家住城中小区东北村的
刘女士将家里的炉子给拆了。
拆下来的炉子和旧暖气管道、
暖气片还卖了200元钱。“今年
通知我们交暖气费后，我接着
就把炉子给拆了。放在这里占
空，还弄脏了墙壁。用不着了
就拆了。而且，那些旧的暖气
管道和暖气片也不好了。今年
第一次供暖，心里很高兴啊，
心思着换了一回，就换好的。
我就花了3000元买了5组新暖
气片。你看，这暖气片多大。”
据了解，不少东北村的居民都
将炉子拆掉了，有的卖掉了，
有的就扔在储藏室了。

刘女士家拆除炉子及烟囱
后，堵上了通烟囱的口。

本报记者 罗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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