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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补贴今年提前发放了

11 月领养老金时可领烤火费
本报 11 月 3 日讯(见习记者 武

希栋) 从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了解到，东营市 2010 年企业退休

(退职)人员冬季取暖补贴费现在已经

全面开始发放。享受补贴的居民可在

领取 11 月养老金的时候，领取取暖补

贴。

记者从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了解到，从今年起，东营市企业退

休(退职)人员取暖补贴标准由原先的

每人每年 24 元，上调到 1100 元。取暖

补贴由财政局向各家银行统一发放，

然后由居民自行领取。

劳动保险事业处的葛主任对记者
说：“往年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取暖补

贴一般在 12 月底才发放，今年我们将

取暖补贴发放提前了近两个月，赶在

了供暖开始之前。这样的目的就是为

了保证退休人员正常缴纳取暖费。”

本报 11 月 3 日讯(见习记者 武
希栋) 由于天气渐冷，近日，东营市

东城商贸城部分商户提前烧起土暖炉

取暖，一些商户门外的烟筒也飘出了

白烟。该商贸城一直没有通上暖气，许

多商户虽然盼望能早日用上集中供

暖，但短期内这一愿望恐怕很难实现。

3 日上午，记者在东城商贸城看

到，有很多商户门外探出了烟筒，部分
烟筒还冒出了白烟。崔先生在商贸城

经营橱柜生意，家里有两个孩子，为了

不冻着孩子，就早早地把炉子生着了。

崔先生说，他昨天刚把土暖炉安上，今

天早上才开始生火，“天冷了，洗衣

服、洗刷都得用热水，生上炉子就方便

多了。”

记者在崔先生的房内看到，为了

不影响生意，他把土暖炉安在了楼梯

拐角处，烟筒沿着墙边一直伸到门外。

崔先生说，他家去年买的煤炭没烧完，

还剩下百十斤，前几天降温的时候，他

就把去年剩下的煤搬了出来，“等过几

天不太忙的时候，再储备今冬的煤

炭。”

李女士在隔壁开了一家小商店，

门框上也探出了烟筒。“要是有集中供

暖就好了！”李女士说，“没有办法，前

几天天冷的时候，就装上炉子了。”李

女士家前几天刚买了 3000 斤煤，准备

这几天点火。

据了解，东营市东城商贸城目前

商户众多，但由于多年来一直没有实

现集中供暖，一到冬天，商户只能使用

空调或土暖炉，大批商户在楼道储煤，

烧煤炭取暖，导致污染严重。记者咨询
市供热处了解到，东城商贸城一直未

纳入市供热处供热范围，至今没有接

通管道，短期内恐怕很难用上集中供

暖。

本报 11 月 3 日讯(见习记者 武
希栋 聂金刚) 1 日上午，在东城商

贸城的一家小商店门前，一位店主正
在将刚买来的煤，往店里搬运。

正在卸煤的店主姓陈，在商贸城

开了一家小商店，今年已经第 6 个年

头了，因为商贸城没有统一供暖，每

年只能靠生炉子取暖。“今年一共买

了 3700 斤煤，现在这种煤是 6 毛钱一

斤。”

陈先生隔壁的林女士，前几天刚

买的煤。“我们买的时候还是 5 毛多

一斤，才几天时间啊就涨到了 6 毛。”

跟王先生的店一样，他们这排房子都

是朝北的，太阳照不进来，冬天格外

冷。

陈先生说：“市里供暖的价格一
平米是 24 元，我家的商店两层加起来

是 66 平米，取暖费一共才 1500 多，今

年我这 3000 多斤炭就花了 2200 多，

光这块就多花了接近 700 元。”为了不

影响正常的营业，陈先生决定将家里

的“大烟筒”换成暖气片，这一块的花

销也得在 1000 元左右。

陈先生指着楼梯拐角处说，这里

原来是用来放货的，为了放煤，只能

将原先的货物搬到了二楼的卧室里。

“自己生炉子，弄得屋里很脏，还得腾

出地方来放煤，要是能改成统一暖就

好了，省了买炭的钱，屋里还干净。”

陈先生称，去年烧了一吨多的煤

结果没够用，今年煤炭价格涨了不

少，这两天也越来越冷，看着临近几

家都陆续买了煤，自己越来越不放

心，于是赶紧买些煤存起来过冬用。

商贸城商户

提前烧“土暖”

住楼户烧“土暖”十年了
本报见习记者 聂金刚 文/图

“土暖”不划算

存煤很不便

巴女士正在摆弄冬天取暖用的小煤炉

11 月 3 日上午，在东城商贸城，

一家商户正在买煤。由于没有集中供

暖，东城商贸城大部分商户冬天还得

靠烧煤炭取暖。

本报见习记者 吕增霞 摄影报道

天冷了，储煤忙

格取暖现场

格取暖算盘

11 月 3 日，记者来到西
城现河路的小胡同里找到了

一栋旧居民楼。这栋楼十分破
旧，一旁则是新盖的小区，使
得这栋老楼在这样的环境更
显突出。记者在楼外看到这栋
楼里居民家的窗户上，已经有
伸出来的长烟筒。楼道里的墙
皮成片脱落。记者敲开了四楼
一户居民的门。

户主是一位女士，名叫巴
西尊，今年 55 岁，这栋楼竣工
后就住在这里。记者看到，巴
女士的房里有一个小煤炉，炉
边堆满了煤炭，一条长烟筒一
直延伸到窗户外，地面上生炉
子的工具一应俱全。

巴女士说：“前几天刚买

了 1000 斤炭，现在都在楼下
面堆着呢。”买的煤炭太占地
方只能放在楼下，用一点就用
袋子往楼上拿一点。由于炉子
太小，只能点在住的房间里，

方便取暖。”

这栋居民楼是东营酱菜
厂的宿舍楼，以前有暖气，10

年前厂子倒闭后就一直没有
供暖。取暖都是自己解决。说
起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巴女士
说隔壁的凯泽小区就是在原
来的厂址上建的，“每年冬天
都很羡慕不愁取暖的居民”。

巴女士说：“住在这里的
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没有供
暖，冬天特别难过，不少邻居
都搬走了。巴女士介绍，她 36

岁时和前夫离婚，儿子也判给
了前夫。来到酱菜厂上班后又
找了个老伴，可是后来这个老
伴也离他而去。巴女士说：“这
个楼道现在只住着我一个人，

生人敲门我都不敢开。”

已经退休的巴女士每个
月领 1000 元的退休金，而每
年冬天烧土暖要 2000 斤左
右的煤炭才够用，这一烧就
是十年。“原来的工友都提醒
我烧土暖注意通风。”巴女士
说，每年冬天烧土暖花费不
少，还不安全。

据了解，巴女士曾经找
过科苑社区居委会想解决供
暖问题，可由于原单位倒闭，

小区至今没人管。

五大脑病进口药获批上市
脑血栓后遗症及中风偏瘫、脑萎缩及老年痴呆、脑瘫、帕金森、癫痫一药解决

被国际医学界称为“治脑一绝”的蒙

古红药，采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

古国原始炼丹技术，经 72 道工艺、108 天

炼制而成，最终打磨成红褐色的丹药。

经过多方协调，被国际医学界称为

“治脑一绝”的蒙古红药，终于被我国原

方、原材料、原工艺全套引进，在中蒙合

作生产企业“中蒙制药”获得批量生产，

并拥有了国家审定的中文通用名称“珍

珠通络丸”。这是我国首次以合作方式引

进国外特效脑病产品，来解决我国脑病

在临床治疗上无特效药的实际难题。

据一些患者的家人反映：这种进口

红色丹药丸的服用方法特别怪，不仅一

天只需服用一次，而且每次只能服单数

粒，不能服双数粒。更令人惊讶的是，按

此种怪法服用，见效特别快，一天一个

样，一月一个大变化，从未经历过。有的

脑栓偏瘫患者，一个月左右就能灵活走

路了；有的脑萎缩、痴呆患者不到一个

月，大小便就能自理，不再用家人照看

了；有的帕金森、癫痫患者仅二十几天，

震颤和抽搐就捡起来；16 岁的脑瘫儿，

12 年从未叫过妈，服用仅 2 个多月就开

口叫妈了！一丸小红药治愈五大脑病也

在众多患者中传颂。

专家指出，10个脑病 8个呆傻 9个瘫，

不解决傻和瘫，脑病就不能算治好。进口蒙

古红药全部引进蒙古大漠天然野生特种药

材组成，抓住“治傻和治瘫”这个根本，通肾

络生脑髓，通脑络修神经，通经络活筋骨，让

五大脑病患者结束傻和瘫，变得聪明，活动

自如，实现生活自理。目前，这种进口红色丹

药---蒙古红药通过国家调拨在我省上市，

有关情况可拨打0546-7510120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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