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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上上旬旬将将迎迎暖暖气气交交费费高高峰峰
为避免排队耽误时间，市民可选择提前交

本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穆敏 ) 还
有 半 个 月 左 右 就 要 正 式 供
暖，记者走访市区主要交费
银行发现，市民开始扎堆交

费。为不耽误正常供暖，忙碌
的您千万别错过交费截止日
期。此外，11月初迎来报停重
装的截止大限，如需报停重
开的市民请抓紧时间办理。

28日下午，记者在环山路
几家烟台银行发现，扎堆前来
交纳暖气费的市民并不在少
数。一位负责引导填写交费单
的保安告诉记者，10月下旬前
来交费的市民逐渐增多，现在
每天交费人数都在百人以上。

记者从市区主要供热公
司获悉，目前交费比例多已

过半，1 1月上旬将迎来交费
高峰，为避免排队耽误时间，
市民可尽量选择提前交费。

500供热公司片区内，月
底是报停重装的截止大限。
办理报停、重装时，市民需要
携带房产证和身份证的原件
和复印件，到500客户服务中
心进行办理，如有其他疑问，
可咨询6666500。

今 年 9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山东省供热条例》中规定，
供 热 设 施 具 备 分 户 关 闭 条
件，用户要求暂停供热的，应

当在当年采暖供热期开始三
十日前向供热企业提出，办
理暂停供热手续。用户要求
暂停或者恢复供热的，供热
企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为确保市民顺利用暖，华
阳热电、市热力公司将分户控
制报停重开顺延至11月份。市
热力公司片区，安装分户控制
系统的市民请务必于11月1日
前及时交纳暖气费或进行报
停，华阳热电片区分户控制系
统市民报停截止于11月5日，
需到客服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新增30多户

供暖比例仍未到半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杨薪
薪 朱文朋) 28日，本报刊发了
东陌堂新区贴出供暖新通知，要
求今年未供暖的常住户交纳本户
供暖费用的30%的报道(详见本报
C07版)。28日，小区物业经理唐矛
传称，自贴出通知以来，截止到28

日，小区新增30多户供暖家庭，达
到450户左右，但小区供暖比例仍
未达到半数。

供暖用户出现小幅增加，但
物业经理唐矛传依然高兴不起
来，“可能不会再有增加。”唐矛传
对形势并不乐观。“即便到现在，
小区供暖比例也并未达到半数，
供暖仍在亏损。”

“我们只是想让业主能积极
供暖，同时为了保证公平才实行
这个办法。”450户或许已经成为
今年的高峰，对于收“蹭暖费”一
事唐矛传也有些迷惑了。“那又该
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亏损下去，
最后停暖吧。”

福山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物
业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物业
公司将电费和暖气费一起捆绑收
费的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已经
督促物业公司进行整改，保证不
会让居民家里出现停电的情况。

路灯亮起来

走路不摸黑了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朱文
朋 通讯员 沈齐涛) “我们这儿
的路灯亮起来了！感谢贵报帮我们呼
吁啊！”28日晚，福山区市民姜女士欣
喜地告诉记者。10月9日，本报报道了
福山区太华路南段的一排路灯四五
年不曾亮过，市民摸黑出行的问题。

此事见报后，引起福山区党委
高度重视，当即责令区城建局派人
下去巡查、调研，并要求尽快予以
解决。之后区城建局、高新区福山
产业园管委、区路灯公司等多部门
牵头，由城建局安排十多名工人，
连续施工二十天，铺设好了管道，
穿好了电缆，也维修好了损坏的路
灯。

“路灯终于亮起来了，这下好
了，今后晚上在这条街上行走就不
怕摸黑了!”家住太华路南段祥云小
区的迟培媛女士高兴地对记者说。

新路通车不足一月

29个雨箅子不见了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于飞)

“十月初刚刚通车，还不到一个
月，路边的雨箅子就丢了不少。”近
日，龙口市民孙先生通过本报热线
反映，龙口市港城大道通车不足一
月，可是路边的不少雨箅子就不见
了。

孙先生说，港城大道刚刚通车
不久，他每天都会从这条路上经
过，也具体说不上来这些雨箅子都
是什么时候丢的，只是偶尔会发现
路边的雨箅子少了，而且少的越来
越多，数了数二十九个雨箅子都不
见了。

孙先生说，没有雨箅子，不仅
存在安全隐患，而且没有雨箅子的
遮挡，路边的垃圾都进了管道，市
民也担心垃圾太多，会将管道堵
塞，遇到大雨天，会造成积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龙口市城
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情况反
映给相关部门，让工作人员尽快到
现场去查看，将缺失的雨箅子重新
安上。

10月底，市区主要供热
公司注水试压进入尾声，工
作人员忙着排气的同时，不
少市民也纷纷致电本报“问
暖热线”咨询排气方法。

记者从5 0 0供热公司获
悉，目前一级网注水试压已
完成，二级网注水试压完成
9 0%。华阳热电注水试压工

作也已近尾声。
5 0 0供热公司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正式供暖之后如
果管道内积气，将会影响热
水循环，导致部分住户家中
不暖的情况发生。为保证供
暖 质 量 ，从 注 水 试 压 开 始
后，供热公司就会组织专门
人员进行管道排气。

“没有工作人员上门排
气，我们自己能做点什么？”
近 日 ，一 些 市 民 致 电 本 报

“问暖热线”询问排气相关
情况。

上供下回老系统的片区
内从注水试压到正式供暖后
的一段时间内，班组工作人员
都会定期到顶楼集中排气。

维修人员手动排气只
是减少积气的一部分，供热
公司提醒市民，分户控制系
统的住户还可以定期打开
跑风阀，自行排气。但操作
时应注意规范，如不懂可咨
询供热公司。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穆敏

注水试压进入尾声，市民可自行排气

耗耗时时三三年年剪剪出出一一百百单单八八将将
烟台非遗剪纸传人许文华不到10岁就学习剪纸，最担忧这门手艺失传

本报记者 王敏

作为烟台非物质文化遗
产剪纸的传承人，许文华已
经把剪纸当成了生活的一
部分。她曾用三年的时间，
剪成一套水浒一百单八将
图。虽然手艺越发精湛，但
没人传承她的全套手艺成
了她的一块心病。

费工夫>>

把景区剪成作品

装订成册

每一幅作品，许文华都
仔细地放进专门的塑料封皮
中装好，或者装裱好。在成册
的作品中，有一套水浒一百
单八将的人物剪纸，许文华
特别珍惜，特意用折叠册子
装好。

“用了三年的工夫。”许
文华说，这套剪纸花了她三
年的时间，起初是一个朋友
交 换 给 她 一 套 水 浒 人 物 画
像，喜欢剪纸的她一时兴起，
便想把这 1 0 8个人物都剪出
来，没想到一剪就是三年。

人物惟妙惟肖，通过眼
神、轮廓的剪裁，李逵的鲁莽
生猛、朱仝的英勇刚烈、林冲
的嫉恶如仇，全都通过剪刀
细细地剪裁出来。

在 许 文 华 的 剪 纸 作 品
中，日常生活中的实景实物
占了大多数，除了蝴蝶、猫狗
外，她还把烟台市区和县市
区比较出名的18个景区剪成
作品，装订成册。

细观察>>

剪纸有窍门，更得学会观察

许文华今年60岁，在照看
店的同时，还兼任着几个小学
的剪纸老师。每周，她都去教
孩子们两三节课，孩子们在课
堂上很活跃，这让她教得很带
劲。

“剪纸有窍门，也得学会
观察。”许文华说，“比如说猫，
它的眼球有条细缝，白天你看
着是细细的一条竖的，但是早
上的时候是横的。”

许文华说，剪活物比剪

死物困难，剪人物比剪动物
困难，需要不断地仔细观察，
留意目标人物眉毛上扬、嘴
角上翘等每个细微的变化，
才能让整个形象活跃于纸
上。

心有忧>>

剪纸50多年，最担心手艺失传

对于许文华来说，剪纸
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在她还不到1 0岁
的时候，就跟着姥姥学习剪
纸，现在剪纸已有50多年，这
是她们家族一脉相传的手
艺。

作 为 家 族 手 艺 ，许 文
华本想让儿子把手艺传下

去，但是没能如愿，说到这
儿 ，许 文 华 眼 里 添 了 几 丝
伤感。

多年来，许文华随着团
队四处进行公益表演，也参
加过国内外各种比赛，证书
也有厚厚一摞了，但她的心
里却越来越沉，她想找个关
门弟子，把自己所有的手艺

全传授出去，但一直没能如
愿。

曾有几个人慕名上门拜
师，但很快就不再登门了，换
来的结果是许文华一次次失
望，“剪纸得有时间，还得静
下心来，这是个艺术活儿，肯
定不如上班挣钱多，都干着
干着就不愿意干了。”

相关新闻

《不用暖也要交三成“蹭暖费”？》
追踪

在许文华的店中，墙上满是她精心剪成的作品。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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