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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孤岛小区供暖之路难破冰

改改造造费费用用成成目目前前最最大大拦拦路路虎虎
2015至2016供暖季越来越近，但是城区一些老

旧小区居民又开始发愁了，因为有很多业主又要面
临今冬无法集中供暖的困境。相比老旧小区，新小
区几乎都能用上暖气，只不过可能要等上一两年，
但对于老旧小区来说，想要实行集中供暖，可谓难
上加难。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入住十多年一直没供暖

19日，家住城区双力家
属院的王女士说，眼看着今
年供暖季又要到了，他们家
又要面临一年当中最难熬的
时候。“我们小区入住快15年
了，当时没有集中供暖，家里
也没有暖气设备，都是居民
自己烧煤球取暖，后来有些
人买了空调，也有部分业主
安装了燃气壁挂炉取暖。”王
女士说，由于家里一直没能
集中供暖，每年冬天只能靠

空调或者电暖气取暖。
“去年冬天，我们本打算

安装燃气壁挂炉，可燃气公
司暂停了开口业务，今年冬
天到目前还没有动静，而且
今年天然气还要涨价，算一
算和集中供暖的费用应该差
不多。”王女士说，最近几年
小区安装燃气壁挂炉的业主
也越来越多。

小区另一位业主李先生
说，企业早就破产了，小区供

暖的事情更加没人管，没法
实现集中供暖，天气冷的时
候虽说可以开空调，但空调
总 不 能 一 天 2 4小 时 一 直 开
着，而且小区也是老小区，没
有外墙保温层，空调稍微关
一会，屋里温度就会随之下
降。“住了这么多年了，一开
始也盼过集中供暖，可现在
已经没了念想，毕竟也没有
人牵头来弄这事。”

没能集中供暖的小区还挺多

记者了解到，除了双力家
属院之外，市城区还有部分老
旧小区，因为建设年限较早,当
时规划建设时根本就没有供
暖设施,或者供暖管道细根本
就无法满足现状的供暖要求。
像滨河花园小区一期、湖北小
区、王口小区、振兴路临街楼
等等，这些地方至今也没能实
现集中供暖。

以 青 年 林 王 口 小 区 为

例，虽然已经入住20多年，但
除去几个单位家属楼实现集
中供暖以外，小区大多数业
主没能享受到集中供热带来
的温暖，业主们在寒风中度
过了一年又一年。王口小区
建 成 之 初 没 有 铺 设 供 暖 管
道，后来小区没有物业进行
管理，业主们各自为战，除了
部分单位家属楼在所属单位
领导的帮助下顺利供暖，大

多数楼栋的居民仍在寒冬中
度过。

与王口小区相比，滨河
花园一期建设之初家里有暖
气片，但当时由于热源有限，
而且开发商设计的是采用天
然气供暖，所以至今也没能
实现集中供暖，目前小区已
经有很多业主安装了燃气壁
挂炉，但还有很多业主采取
开空调、烧煤球的方式取暖。

记者了解到，聊城城区自1998
年开始集中供暖，当时是供热企业
求着居民使用集中供热,可当时有
许多居民不买账,所以当时供热设
施的建设还很有限。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些供暖管道等设施已经跟不
上城市的发展。热源一直是制约老
小区供暖的难题之一，从去年开
始，聊城进行了两大供热工程，热
源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同样面临
更大的难题。

像双力家属院之类的老旧小
区，建设之初没有供暖管道，这样
一来就需要铺设管道，业主需要缴
纳开口费和管道改造费用，每户至
少要拿出5000元乃至上万元才能
实现集中供暖。聊城一企业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也曾安排专人对一些

老旧小区做过调查,很多居民都希
望集中供暖,可一提到花钱建设供
暖设施,有些人就犹豫了。在这种
情况下,小区想把意见统一起来非
常困难,这就导致很多小区不能集
中供暖。

以滨河花园一期为例，小区物
业最近几年都在统计希望集中供
暖的业主，可小区只有1/3的业主
希望能用上集中供暖，剩下的业主
要么是安装了燃气壁挂炉，要么是
采用其他方式供暖。要想集中供热
就得让这部分业主停用壁挂炉然
后再交开口费改造，这一点显然很
难。而且集中供暖还要满足一定的
比例，否则供暖效果就很难保证，
这就需要绝大多数的业主都同意
拿钱改造才行。

老小区供暖困难太大

一些业主安装燃气壁挂炉后不愿再花钱改造集中供暖。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冠冠县县查查获获11000000公公斤斤假假冒冒小小麦麦种种子子
执法人员提醒，购买种子应注意鉴别质量、认清包装

本报聊城10月19日讯(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李振江 王红
菊 ) 近日，冠县食品药品安全联
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
报，在贾镇某种子站查获一起销售
假冒小麦种子案，当场查获假冒小
麦种子1000公斤，避免了一次坑农
害农事件的发生。

接到举报信息后执法人员迅
速赶到现场，女店主一人在店正
在营业。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
执法证后检查发现，在该种子门
市部的营业场所存放着正在销售
的无任何标示的假冒小麦种，用
编织袋包装，每袋50公斤，共计20
袋1000公斤。

女店主对查处的假种子供认

不讳，表示配合工作。可随后赶来
的男店主赵某和其父赵某某却阻
碍执法人员工作的正常开展，以

“往后关门不干了”为由欲将该
批种子拉走转移藏匿证据，执法
人员奋力阻止，眼看其为不成，
男店主之父赵某某突然在屋内
量出菜刀，挥舞威胁将执法人员
赶出种子门市房，锁上屋门，扬
长而去。

县执法大队和贾镇派出所干
警随后赶到，去当事人赵某某在
农村的家中追查，不见其踪影。派
出所干警依法采集了询问笔录等
执法文书。

公安干警多方查询，通过电
话多种渠道向当事人赵某某做工

作，在强大的思想压力下，当事人
赵某某自感事态严重，始有领悟，
当日下午将假冒小麦种送交联合
执法大队封存，表示配合工作。

当事人赵某某和赵某对自己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执法
人员已将假冒种子查封。此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之中。

当前农村正值繁忙的秋种季
节，小麦种子需求量大，农民因为
缺乏专业知识饥不择食容易购
买使用假冒种子，那样就会耽误
一年的小麦收成，使农民收到难
以挽回的损失。在此，执法人员
提醒大家注意鉴别种子质量，认
清种子包装，避免坑农害农事件
发生。

冠县开展豆腐小作坊专项整治

本报聊城10月19日讯
(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李振江 刘亚飞 郝丽肖 )

为了保障豆腐丝特色优
势和质量安全，加强加工小
作坊豆腐丝监管，防范食品
安全风险，冠县食药监局加
大监管力度，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了以桑阿镇豆腐加工
小作坊为重点的专项整治
行动。

在现场，执法人员对小
作坊生产者的原材料采购、

储存条件、从业人员健康
证、食品添加剂使用、工艺
流程及“三防”设施等进行
了重点检查，同时随机抽取
了多批次的豆腐进行送检。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
人员48人次，检查豆腐加工
小作坊18家，责令整改6家。
有效改善了全县豆腐丝加
工小作坊环境卫生脏、乱、
差、设备简陋状况，进一步
提升了生产条件，保障了豆
腐丝小作坊产品质量安全。

食品专项检查用上了快检设备

15分钟检出食品“可疑分子”
本报聊城10月19日

讯 (记者 焦守广 ) 馒
头、包子等热蒸类食品
作 为 餐 桌 上 的 主 食 之
一，其食品安全性备受
关注，为切实维护辖区
内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确 保 辖 区 食 品 消 费 安
全，近期高唐县鱼丘湖
食药所开展了“馒头房”

“ 包 子 铺 ”专 项 检 查 活
动。

本次专项检查与以
往专项检查不同，本次检
查活动鱼丘湖食药所还
借助专门的食品快检设

备对面食中是否含有铝
成分进行了专门检测，该
快检设备只需15分钟时
间就可以当场检测出食
品中的“可疑分子”。

本次专项检查对辖
区内所有包子、馒头等
热蒸类食品经营户进行
全覆盖检查，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确保辖区人
民饮食安全。下一步鱼
丘湖食药所将借助食品
快检设备形成常态化食
品快检工作，提高监管
水平，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力度。 执法人员使用快检设备检测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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