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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王王回回迁迁户户可可上上楼楼享享暖暖冬冬
袁桥镇正在为此加紧搬迁工作

沿河扮靓

问：家住铁路宿舍的崔女士拨
打本报热线咨询，自己所居住的小
区没有物业，不知道去哪里交取暖
费，也不知道何时截止缴纳取暖
费。

答：记者咨询德州市热力公司
了解到，该小区的缴费通知单早已
经下发，由于该小区没有物业，而
且也不是热力公司直管，所以取暖
费收取一直由该小区单位负责。记
者了解到，直管小区用缴费卡缴纳
的11月1日截止，取暖费缴纳交到单
位或者物业的11月8日截止。自11月
15日起，每逾期一日按应缴费总额
的5‰加收滞纳金，逾期15日，不再
办理供热缴费手续。

问：市民张先生家住在一楼，
把暖气管道接到地下室，可是注水
试压的时候漏水，咨询可以关闭总
阀门锯开管道安装分阀门吗？

答：记者咨询热力部门了解到，
首先自己私自安装暖气管道就是违
规的。其次，暖气管道温度较高，供暖
时达到50度左右，而且地下室没有排
水设施，是密封空间，如果供暖期间
漏水，对人身安全隐患很大。

问：德城区的张女士咨询，为
什么有的小区取暖费缴纳可以交
到银行，我们要缴纳到物业呢？

答：据了解，从去年开始逐步
改变多年来德州市供热企业只负
责供热主管网和换热站,小区物业
或单位负责小区二次管网的分段
管理模式，把供热服务链条向终端
用户延伸。二网接收回来的小区用
缴费卡去银行缴费，未接收回来的
小区和之前一样是物业代缴，但是
注水试压、冷热循环等前期准备工
作和供暖后的工作都是由热力公
司负责，没有差别。

本报记者 贺莹莹近日，古运河大堤两侧的民房被涂刷上统一的色彩，扮靓着沿河的景观。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天冷之前探访村居取暖

有人忙储煤有人装暖气

本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徐良 ) 本报6月24日《大王社
区回迁安置房有点怪 建好两
年多了不让住》报道了袁桥镇
大王社区迟迟不能入住一事。
如今供暖季将至，村民仍未搬
进楼房，都在纠结要不要为租
住房交取暖费，大王庄村又传
出“要搬进新房”的说法，但不
知消息可不可信。28日，记者从
袁桥镇政府了解到，今年冬天
村民将搬进楼房享受集体供
暖。

“我现在从中建华府租房
住，这几天小区里贴出了收取
暖费的通知，但又传言说我们
大王社区的回迁房要安置了，
可不知消息是否可靠，到底要
不要为租住房交取暖费让我们
很纠结。”袁桥镇大王庄的王先
生称，从2011年大王社区竣工
起，村里就多次传出要搬进新
房的说法，但后来均成为泡影，
今年供暖季将至，村里又传出
搬进新房的说法，可是村委会
和镇政府都没有明确表态什么

时候搬迁。
28日，记者来到大王庄村。

村民王洪征说，往年这个时候
村民们已经开始准备取暖设备
和燃料，“听说要搬进新房，所
以不知道该不该储存过冬的
煤”。随后记者来到村东侧的大
王社区，小区绿化和路灯已建
好，室内水、电、燃气设备安装
完毕，工作人员正在为供暖管
道试压。“大王庄村安置区的暖
器管道已经成功试压，除燃气
管道仍需改进外，其他配套设

施已符合入住标准。”工作人员
说，到底什么时候入住，还要等
镇政府批示。

28日下午，记者从袁桥镇
政府了解到，镇政府专门成立
搬迁工作组，从27日起，大王庄
村民代表和工程方开始对项目
进行审核，若有不合理之处将
继续整改。“争取供暖之前让村
民搬进楼房，不让大家在租住
房里过冬。”袁桥镇政府李书记
告诉记者，今年冬天肯定让村
民享受集体供暖。

入秋以来，气温
随之而降，不少没有
集中供暖的住户开始
着手储备煤炭、木材
等取暖材料。28日，记
者了解到，由于今年
煤炭价格较低，不少
住户今冬储备量大于
往年，而且近期未集
中供暖用户家中开始
加装暖气片。

10月28日上午，
天气晴好，经济技术
开发区杏园村的三位
老人在房檐下眯着眼
睛晒太阳。“今年煤便
宜，所以就多存了些，
昨 天 刚 置 办 了 炉 烟
囱，天再冷些就开火，
这个冬天就靠这台火
炉了。”村民刘女士

说，村子平房没有集
中供暖，每年冬天她
都在炉膛里烧一些木
头和煤球取暖。

杏园村齐女士家
里存了600块煤球，准
备 再 买 个 大 点 的 火
炉，“白天去街上弄些
树叶，晚上填到炕下，
比电热毯舒服多了”。
而孙女士家里安装了
暖气，采暖炉在厨房
里生火，热水顺着管
道流入客厅和两间卧
室，采暖炉还可供日
常烧水做饭。

家住小锅市的贺
女士，今冬储备了2吨
煤渣，比去年多了四
分之一。“今年煤价相
对便宜些，好点的神

木煤才700元一吨，多
储备点多烧点，家里
更暖和。”记者了解
到，大部分村民家里
自装的暖气片连接火
炉取暖，条件较好的
家 庭 安 装 了 自 烧 暖
气，一些老人还保留
着土炕取暖的方式。

“进入九月份，基
本每天一家，有的是
新房刚安装，有的是
嫌 家 里 冷 加 装 暖 气
片 ，基 本 一 天 就 完
工。”从事暖气片安装
的杨治国说，大多是
周边村落，如北厂村、
罗小营村、二屯村等，
均有不少。

本报记者 贺莹莹
徐良

杏园村的齐女士家存了600块煤球，供整个冬天取暖。 徐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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