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地面面冒冒蒸蒸气气，，雪雪水水““遇遇上上””热热力力管管道道
东郊热电供热公司排查后没发现泄漏点，市民别担心

本报济宁12月2日讯 (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程云 )

目前，济宁市中心血站血库
中的B型血储量不足800个单位
了，按照每天用120个单位左右
的情况来看，还能坚持一个星
期左右。现在B型血储血量非常
紧张，采血量大概占总数的三
分之一。

“我们是收到血库告急的
通知，所以组织了集体义务献
血活动。”2日上午9点，来自济
医 附 院 的 爱 心 人 士 走 上 采 血
车。连日来的低温天气，导致街
头献血急剧下降，中心血站血
库的储量告急，启动应急预案
以来，血库存量有所增长，但仍
然吃紧，尤其是B型血储量低，
只出不进的情况下，仅够坚持7
天左右。

自 发 布 血 库 告 急 通 知 以
来，市民街头献血的数量有所
增长，随着医院、学校等团体的
加入，更让人倍感暖心。在济医
附院，献血车上，挤满了来无偿
献血的爱心人士，献血车前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巴车显的
拥挤又温暖，血站的工作人员
正在忙着做检查。

40岁的林女士是来得最早
的一位，这是她第8次献血了。

“我们一起来的所有同事都在
这排队等待献血，想尽自己的
一份力。我已经献血三年了，大
概有2000多毫升。献血对自身
好，对患者也好。作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自己血液能救活别人
的命，觉得挺快乐的。

“我们启动应预案以来，流
动献血车先后走进学校、医院，
各个单位、团体都积极加入了
献血的行列。”济宁市中心血站
体检采血科科长高磊表示，目
前，曲阜师范大学、济医附院、
济宁市中医院，济宁市妇幼保
健院1000余人都先后进行了集
中采血，接下来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济宁学院、济宁医学院
等单位也会陆续加入爱心献血
的行动。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血
库的储血量有所增长，大概在
3300个单位左右，但距离高峰
期的5000个单位相差较大。”高
磊表示，目前全市的临床用血
大概每天300个单位左右，参考
目前的采血、用血情况，虽然用
血有所缓解，但仍然紧张。

B型血储血量

不足800个单位
有有了了手手持持机机，，上上门门服服务务更更快快
东郊热电供热公司供暖服务又有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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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济宁市霍家街小学
的准小记者们手持报名表，
脸上洋溢着欢乐笑容。本报
小记者招募正火热进行中。
2016年本报小记者团将定期
为小记者组织各类活动，借
助这些活动，提高小记者们
的写作能力、培养敏锐观察
力、完善与人沟通社会能力、
加强思考判断力和拓宽视野
增长知识。

本报记者 苏冉冉 通
讯员 国向琴 摄

本报济宁12月2日讯(记者
庄子帆) 2日，太白楼路与火炬
路交叉口东侧的热力管道散发
的蒸气似乎又大了些。济宁市东
郊热电供热公司派出工作人员
巡查，附近并没有发现泄漏点。

2日上午，记者来到太白楼
路与火炬路交叉口东侧，靠近路
的北侧从地面冒出大量白色蒸

气，并随风消散在空中。这个蒸
气出口被“热力抢修”等提示牌
围起来，在靠近路的中间还有一
处井盖向上冒白烟。开车经过此
处的市民，看到这个情景有些迟
疑，并快速避开冒白烟的地方。

“这个地方管道破裂的场景
我看过朋友圈的视频，强劲的压
力将井盖顶出，还喷出很高的水

柱，看着就让人很害怕。”市民刘
先生回忆说，这个地方又冒白烟
好几天了，会不会又有地方出现
泄露点，管道破裂的情况会不会
重演？

济宁市东郊热电供热公
司经理张景介绍，这种情况是在
降雪降雨之后出现的。1日晚上，
已经安排维修人员到井下检查，

发现上次管道破裂的蒸汽口没
有泄漏点。“初步判断雨雪过后，
水渗到热力管道、雨水井管道的
管沟，这两种平行的管沟相距不
足一米，而且是砖砌的，两道管
沟内的水形成了联通。”张景说，
这是热力管道温度高造成了水
气蒸发的现象，因此地面冒出了
白烟。

张景说，市民不用担心，经
过初步检查，热力管道没有发现
泄漏点。“今晚从发生冒蒸气的
地方向东继续排查隐患点，重点
检查管道拐弯的地方。”张景说，
由于机械操作挖开检查且夜间
进行，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居民休
息，希望能够谅解。

在供暖季，市民家中
难免会出现暖气不热、管
道漏水等问题，这种情况
下，用户往往是拿起电话
求助供热公司，更希望工
作人员尽快到达。东郊热
电供热公司为每位维修
人员配备了“手持机”，直
接派单到人，省掉了中间
环节，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的速度更快了。

关关注注储储血血量量告告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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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松

2日上午，东郊热电供热公
司供热5所的电话声此起彼伏，
一些用户正反映家中暖气不热
的情况。

上午11点25分，公路人家的
李女士打来电话，反映家中暖气
不热。记者看到，呼叫保修平台
上显示着李女士家庭住址、手机
号码等信息。

放下电话，工作人员在保修
平台上记下李女士反映的情况，
然后将这一单维修派给了片区
服务员祝静。经过几十秒钟的操
作后，这一信息发送到祝静的

“手持机”上。记者看到在这个平
台上，派单一旦生成就会显示维
修时限、以及维修状态，根据不
同的保修情况，片区服务人员必

须在规定的时限内为用户解决
问题。

这个“手持机”其实是一部
专业功能的手机，与客服系统相
连接。“不管是客服人员还是供
热所的工作人员接到用户保修
电话，通过电脑操作将工单通过
短信的形式发送到维修人员的

‘手持机’上，接到短信后，维修
人员根据保修的轻重缓急上门
服务。”供热5所所长郭涛说。

此前，每天需要处理哪些问
题全靠手抄，或者是打电话，这
就造成了一边工作一边接电话，
手机占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
种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
了维修人员的工作效率，上门服
务的速度更快了。

片区服务员每干完一
单活，待客户满意后签字，
还要编辑短信将完成情况
反馈到客服平台上，说明该
用户所反映的供暖问题已
处理。但这一服务过程还
没有结束，客服中心的工
作人员还要对消除用户故
障以及服务满意程度进行
回访。

“在电话较多的时候，
对严重的保修问题进行回
访；在不忙的情况下，要求
回访率达到100%。”东郊热
电供热公司客服经理李丰
华说，这样做不仅是更好地
服务用户，而且对片区服务
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

“工作人员手中的“手
持机”有定位及视频传输功
能，可直接监控服务人员工
作状况，方便公司对各供热
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而且片区服务员的服务态
度、处理情况直接与绩效挂
钩。”李丰华说。

李丰华介绍，目前平均
每天要接700—800个用户
的电话，实行了现在的供热
服务体系之后，当天接单的
处理率能达到90%以上，而
原来在70%以上。对老百姓
来说，又多了一个投诉的渠
道，不仅可以直接打客服热
线投诉，还可以打供热所的
电话投诉。

传达更快，几十秒就接到指令 直接监督，工作人员服务更好

报名热

报修人的信息，直接发送到手机上。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H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