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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暖暖””1177年年，，今今冬冬通通了了气气
玉函新南区建好换热站，楼内管道已有热度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今年的冬天玉函小区新
南区终于迎来了一个暖冬，
结束了没有暖气的历史。虽
然与热源厂只有一路之隔，
但玉函新南区的供暖路却一
走就是17年。今年，“求暖路”
终于走到了头。

远远看去，玉函新南区
的居民楼都“穿”上了颜色亮
丽的新衣，这一层新衣是居
民楼外层的保温层。去年，玉
函新南区正是由于少了这一
层保温层，才没能供上暖。每
栋楼房都被包着黄色外衣的
暖气管道所环绕，小区里管
道林立。一些楼道里的管道
还没来得及包起来，露着银
灰色的管子。摸一摸管道，已
经发热了。

在玉函小区南区中心的
地方，有一个黄色的建筑，这
就 是 今 年 刚 刚 建 好 的 换 热
站。热电公司的施工队正在

进行水流测试工作。施工人
员介绍，目前换热站里有两
套供热机组，每套机组包括
两个补水泵和一个循环泵，
换热站还有两个备用的循环
泵。这个换热站的供热面积可
以达到10万平方米，玉函小区
新南区的需求面积差不多有7
万平方米。“我们施工队正在
进行调试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水流测试，如果水流太小，会
影响供暖效果，室温达不到
标准。”

玉函新南区的老住户李
女士介绍，今年年初的时候
玉函新南区就开始动工安装
管 道 和 暖 气 片 等 配 套 设 施
了。李女士在玉函新南区住
了有十几年，今年家里新安
上了5片暖气片。李女士说：

“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供暖，
但是暖气片已经开始温了。”

“之前没供暖的时候，每
年冬天都要烧掉两吨煤。每次
都把买好的煤存在地下室里，

要用的时候就拎两桶煤上楼。
虽然屋子里也暖和，但是呛
啊。”李女士说。居委会主任赵

惠回忆起艰辛的求暖之路，不
禁感慨道：“突围了十几年，

‘求暖路’终于走到了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近日，省城不少热企都进
入了供热季最后的准备阶段，
开始试供热。每到试供热，家
中暖气不热、有漏水现象都是
投诉热点，每年驻扎在各个直
管站的热企工作人员都会忙
得顾不上吃饭，而今年市中区
建设路旁的明珠花园换热站
完全不见往年那般忙乱。

湿法保养后

报修量大减

“报修单少了一大半。”在
明珠花园换热站干了6年的济
南热电公司五公司2班组班长
陈雪军说。在换热站报修记录
本里，记者看到了12日换热站
接到的工单，总共30多个记录
里，报停和开通的约有10个，
漏水和不热的报修加起来约
20个。这个数字对于2006年开
始在换热站工作的陈雪军来
说，已经少了太多。

“以前一个晚上值班电话
接到的报修单能排满两页A4
纸，今年少了很多。”陈雪军
说，12日自己晚上7点多下的

班，而这个时间点放在以前，
根本不可能。“2006年我刚来
那年，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才能下班回家。”

“报修减少主要因为今年
3月上个采暖季结束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试水保压。没有放
水，水压没变，对供暖管道是
个保护，跑冒滴漏不再集中到
试供暖，全年一发现立马就解
决了。”陈雪军说，以前供暖季
一结束，补水泵就会把管道里
的水都放掉，九、十月份供暖
季前又开始补水，而今年水一
直在管道里。

陈雪军说，今年在各个供
暖单元楼贴试水通知的活儿
都省下了，用暖的市民也不用
请假留人等试水了。“以前没
看到通知家里被淹的事儿也
有，住户也不放心，现在就不
用担心了。”

供暖调试

告别掰转盘

陈雪军管理的班组负责
包括七里山、郎茂北、二七新
村附近 7 0 万平米的供暖面
积，包括10个换热站，其中8

个直管站、2个自管站。他的
办公室设在明湖花园换热站
值班室里，每天8点到班后，
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自动办公
系统发来的报修单，第二件
事就是实时监控8个直管站
智能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发来
的实时数据。

“现在实时监控，有问题
直接处理。”陈雪军对电脑里
的热网监控系统相当满意，8
个直管站的实时数据都在更

新，一次供压、一次回压、一次
供温、一次回温、二次供压、二
次回压、二次供温、二次回温
等数据一点开就能看到。

不光不用人工读数了，调
试也不用直接去掰转盘了，直
接用转变频上的小开关就实
现了。陈雪军带记者走进了机
房，要调节换热站供热设备，
直接扭动地暖、暖气片两个系
统的补水泵变频柜和循环泵
变频柜就实现了。

进行湿法保养，报修单减了一半

新新技技术术供供暖暖，，让让工工人人告告别别忙忙乱乱

济南市的老城区历史
欠账较多，因此每年冬天，
市民的供暖问题总是搅动
人心，供热公司工作人员也
是忙得手忙脚乱。随着济南
市加大供暖投入和规范供
暖相关政策法规，多个老小
区也解决了供暖难题，如十
亩园、玉函新南区。随着供
暖技术的进步，到了供暖
季，供热企业工作人员将逐
步告别手忙脚乱的状态。

十亩园“另一半”

元旦前也能供暖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蒋龙龙）“我今年83岁了，真
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能加入集体
供暖。”家住十亩园42号楼的王
女士激动地和记者说。据记者
了解，经过多方努力，十亩园社
区约2 . 2万平米，380户的供暖
问题今冬将予以解决。

十亩园小区从1982年开始
入住，到现在已经有32年的历
史。十亩园小区从2012年开始
申请加入集体供暖。2013年，通
过对历下法院换热站进行扩
容，小区大约一半居民区的供
暖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剩下
的一半居民区却因为没有地方
建换热站，供暖问题就此卡壳。

王女士说：“眼看着附近的
小区都通了暖气，自己家的暖
气却还没有着落，当时心里面
可真不是滋味。”同一个小区，
一半实现了供暖，另一半却没
有着落，被剩下的居民盼望供
暖的心情就更加急切。

从2014年5月份开始，小区
又开始了申请供暖的历程。居
民先找居委会，又找了热力公
司，还有街道办事处。王女士介
绍：“没有换热站是小区的主要
难题。”

经过多个部门协调，济南
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宿舍愿意将
自己的换热站无偿给十亩园小
区使用。13日，供暖的配套费和
安装费等费用都已经交齐，热
力公司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在小
区内安装暖气设备。据
热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果工程进展顺
利，小区将在元旦前迎
来供暖。”

玉函小区的楼层外管道
林立。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摄

通过变频箱上的旋钮就能调节换热设备，不再需要转动轮
盘。

【忙热】

玉函新南区在1997年建
成后，小区共有楼房37栋，入住
居民3000多户，属于回迁安置小
区。2000年前，家家烧炉子。

2005年有居民提出集中
供暖申请。热电公司调查显
示，只有500户同意集中供暖，
达不到70%的开户要求。

2008年，玉函新南区的居
民就集中供暖达成共识，但由
于周围新小区的增多，金鸡岭
热电厂没有多余热源供应。

2011年，热电厂新增了锅
炉。居委会与公共事业局对话
4次，10月份，玉函小区南路地
下供热主管线开始施工。11月
1日，从舜耕路到玉兴路300余

米的供热主管线建成。
2012年，小区居民的房产

证和换热站选址问题成了拦
路虎。小区居民只有一个房产
证，面积包括了地下室。小区
居民只好到房管局改房产证，
将地下室面积分离出来。换热
站的选址问题也难以解决。

2013年5月份，玉函新南
区想和热电公司签供热合同
时，因为没参加2013年的节能
改造立项，所以没能批准。小
区只能找来节能建筑施工队，
让施工地先行垫资进行节能
改造。供暖设施也同步施工。

2014年，换热站建成，小
区于11月终于用上了暖气。

17年“求暖”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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