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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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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读者体验完记者生活后说———

记者这活，要体力更要能力

锅炉已经开始燃煤———

供热企业随时
都能启动供暖
通讯员 王晓 本报记者 孙淑玉

近日，烟台市各大供热公司
陆续开始冷态调试，以保证16日
的正常供暖。离正式供暖仅有一
周时间，供热公司的工人师傅们
都在忙些什么？正式供暖最后阶
段的准备情况如何？10日，记者
走进华阳热电奇山站，带您看看
供暖前的准备进度。

10日上午，记者在奇山站内看
到，四台锅炉的烘炉工作已基本完
成。其中，一台10吨的热水锅炉由于
今年维修较大，为保障今冬顺利供
暖，已开始燃煤进行低温调试。

“烘炉的时候烧的是木头，现在
开始少量燃煤了。”值班的锅炉师傅
告诉记者，低温调试期对水温要求不
高，锅炉目前只是少量燃煤以保证水
温，正式供暖前两三天才开始大量用
煤。

上午10点左右，记者在炉控房的
显示屏上看到，开始燃煤的9号锅炉
内水温达到39 . 4℃，到达市民家中的
水温在25 . 7℃左右，而经一圈循环下
来的回水温度则降到24 . 5℃。

“现在只是调试，数据变化不明
显。”华阳热电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正式供暖之后，随着气温的变化，锅
炉的出水温度也会随时调整，以保证
住户家中的温度达标。达到极冷的情
况，锅炉的最高出水温度可达到
110℃。

“即使是少量燃煤，每天耗煤量
也在10吨左右。”华阳热电相关负责
人称，目前锅炉调试已完成，如遇到
天气变冷的情况，可随时投入供暖。

每天都要排气

保证不出问题

注水试压完成后，已进入管道的
水就再也没了回头路。但正式供暖之
后，流入市民家中的水将通过“回门”
的方式再次回到二级站内，这其中的
奥秘在于循环泵被打开。

记者了解到，10日起奇山站所有
循环泵都被打开，在低温调试的过程
中，循环泵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排
气。

华阳热电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正式供暖之后如果管道内积气，将会
影响热水循环，造成住户家中不暖的
情况发生。为保证供暖质量，从注水
试压开始后，供热公司会组织专门人
员进行管道排气。

“我们在辖区选了三个高点，每
天早上派人排气。”交换站站长马师
傅说。

“三个高点每天都会进行防水排
气，虽然浪费水但是排气效果好。”马
师傅说，上个供暖季后管道内肯定会
积气，随着注水试压、高温运行等工
作的推进，管道内的气体会慢慢积累
到高点，坚持每天排气是为了将气儿
及时放出，避免正式供暖后出问题。

维修人员手动排气只能减少一
部分积气，华阳热电相关负责人提醒
市民，分户控制系统的住户还可以定
期打开跑风阀，自行排气。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宗韶峰) 10日，圆梦行动

特别活动“体验记者生活”
开始了，4名热心读者参加
了当天的活动，跟随本报记
者一起采访、一起写稿。体
验中，4位读者纷纷为本报
记者献计献策，俨然成了采
访现场的主角。

早晨8点多，宋先生便跟
随着记者赶到烟台市消防支
队，那里要进行一场不合格消
防器材的销毁。刚来到现场，
宋先生便抢到了记者前面，来
到消防支队工作人员的面前，
拿出“采访本”开始问问题。

“今天主要是什么内容？”“这
些不合格品都是哪里来的？”
一个个问题问得有模有样，让
消防支队的工作人员和记者
都感到意外。

1 0点，销毁行动开始
了，宋先生拿着相机，穿梭
在现场，压解、焚烧，一道道
程序，宋先生拍了不下一百
个镜头。走出现场，宋先生
喘着粗气、擦着额头上的
汗。“真是辛苦！我刚刚为了
拍一张照片，走得太近，差
点被机器碰着！”

市民邵女士今天跟随
记者一起采访某饮品涨价
的事。在路上，本报记者和
邵女士一起，商议了具体的

采访内容和细节，可在面对
某饮品的销售经理时，邵女
士显得颇为紧张，一时忘了
该问些什么。“不光是笔下
的功夫，记者这一行也少不
了好的心理素质。”邵女士
事后感慨。

刚从派出所采访完，邓
先生和本报记者又接到信
息———“烟台市政府附近有
几辆车相撞了”，来不及喘
口气，邓先生又坐上公交
车，从北马路赶往莱山。

面对有些复杂的现场，
邓先生忽然没了主意，在现
场转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该
从哪儿开始问起。终于找到
了一位目击者，但是目击者
不是很愿接受采访，邓先生

叫苦不迭。
“以前，总以为记者这

一行，很轻松、很荣耀，体验
了以后才知道，面对突发事
件，容不得有一丝犹豫，再
远再难，也要将采访进行到
底！”邓先生说。

一天下来，4位读者充
分体验了最真实的记者生
活，虽然很辛苦、虽然一天
下来很疲倦，但大家都觉得
很充实，也很有收获。“当记
者，不仅对体力有要求，还
有对心理素质等全方面能
力的要求。”几位体验者说。

回到报社，4位体验者
又参观了本报的文字编辑、
组版等工作流程，对报纸的
后续工作，有了一个了解。

格花絮

你们的脚步，我咋跟不上
市民邵女士跟着记者一块赶赴一起事

故现场。路上邵女士紧赶慢赶，显得有些吃
力。

公交站点来了一趟7路公交车，本报记
者紧跑两步坐上了车。可等到车开动以后，
记者发现，公交车上并没有邵女士的影子。

“你在哪？”记者给邵女士打了个电话。
“我怎么也跟不上你，我赶到站点的时候，车
都开出去老远了。”邵女士气喘吁吁地说。

邵女士只好又等了一会儿，坐上下一班
公交车赶往现场。

采访结束后，邵女士说：“你们走得很
快，即使是已经采访完了，也是脚步匆匆，我
都跟不上！”

宏耐地板维修队免费检修了三户家庭的地板———

地板有啥毛病，维修工全找到了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侯
艳艳 实习生 刘杭慧 ) 1 0

日，“帮你免费修孤儿地板”活动
开展了第二期入户维修活动。本
期宏耐地板维修队共为3户家庭
的地板进行了免费检修。

上午9点，宏耐地板维修工
杜师傅首先来到金都广场杨女
士家中。记者看到，杨女士家中
的地板有多处裂缝，还有几处地
脚线和压条脱落。杜师傅仔细检
查发现，杨女士家中的地板左右
边缘没有打胶。“按理说，左右边
缘打胶后，地板膨胀后也不会出
现裂缝。”杜师傅边说边用玻璃
胶贴好了脱落的地脚线和压条。
地板修好后，杨女士说：“这个活
动真好，给百姓带来了实惠！”

随后杜师傅来到岱山花园。
徐女士家的暖气漏水，地板被浸
泡后出现了大面积起拱和严重
裂缝，人踩在地板上吱嘎吱嘎
响。杜师傅杜师傅查看情况后，
用工具减小了部分地板的裂缝。

“但是这些地板变形较严重，简
单维修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只能
维持现状或重新安装地板。”

进德小区王女士家中阳台
的地板悬空了。“这种情况是地
台打得不牢固导致的，地板下面

的细木工板腐烂塌陷使得地板
悬空，只能重新打地台了。”

本报现面向烟台市芝罘区
和莱山区诚征“孤儿”地板，如果
你家的地板已无法找到原厂商，
且 面 临 维 修 困 境 ，请 致 电 ：
18706459765。为方便维修，报名
时请将地板破损图片传到邮箱：
651778226@qq.com。本次活动历
时三个月，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
市民致电本报，本报对信息进行
汇总后，将一一入户进行维修。

烟台的房价

能不能降啊

保安来劝阻，遛狗的她指着禁止遛狗标志说

上面是黑狗，我这是白狗

热热帖帖

观牌不语

发帖：@国际传媒(烟台论坛)

烟台的房价能不能降啊？
我想买房，怕买了后悔，大家
给点儿意见吧！
跟帖：
@zrd52yt：

不急的话，观望观望吧！
着急，再贵也得买。
@请叫我潇洒哥：

降是必然的不过早晚的事。
@代号118：

这个真不好说！金融危机
的时候说房价落一段时间，随
后又飞涨。
@罗飞：

降的是高端的楼盘、尾楼
多的楼盘。高端的再怎么降也
买不起。尾楼多的也没几个。
现在是买的好时候，多少能有
点优惠。
@银马春天：

现在买房买不到好位置
的房子，以后买房价格肯定会
涨。目前许多百姓认为房价要
降，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
情。建议遇到合意的，赶紧出
手，人民币在贬值。

整理 本报记者 冯荣达

@沂蒙草根：观“棋”不语
真君子。
@家有儿女0000：呵呵，
他不会语！
@刺儿头：这个老先生早
就不在那个地方了吧？
已经搬到大马路上的一
个茶叶店旁边了。
@普秀普洱茶：呵呵，给
老人家续点茶！ 整理

见习记者 侯冬冬

一位女士在在滨海广场遛
狗，广场保安指着“禁止遛狗”的
标志，劝她离开，结果这位女士
说：那上面画的是黑狗，我的是
白狗！

近日，网友“方向盘”在烟台
一论坛以《我这是白狗凭什么
不让遛》为题发帖称，他前几天
在滨海广场上散步，看见保安

在劝阻一位遛狗的大姐离开，
可能因为喊声大了点，那位大
姐不愿意并说：我就遛了，你能
把我怎么着？保安说：你没有看
到路边的“禁止遛狗”的标志吗？
面对保安的答复，那位大姐竟
然指着“禁止遛狗”的标志回答
说：可你那上面画的是黑狗，我
这是白狗！这句话直接让保安

无语了。
@sun567800：建议那牌子上画上
白狗、棕狗、花花狗……
@hypothesis：公共场所人多，是
该限制一下。
@w-tu：这女子一点也不羞愧，
无理还辩三分，公共环境应该
大家爱护啊！

见习记者 侯冬冬

一紧张，相机都不会用了
参加体验的读者刘女士特地购买了新

的相机、笔和记事本。
刘女士跟记者来到了一家银行采访，她

说“有点紧张”。
在银行大厅，刘女士拿出相机准备拍

照，可左拍右拍，“怎么镜头里就是一片黑？”
最后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镜头盖没打

开”。听到这句话，刘女士红了脸。

每天耗煤10吨

随时都能供暖

一一位位读读者者((右右一一))在在超超市市““采采访访””市市民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熊熊戈戈措措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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