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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济南

今年的过冬煤终于有着落了
两户贫困家庭收到2000斤蜂窝煤

本报11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修从涛) 学校的中
水接入城市绿化用水管道，
可以喷灌植物；企业中水入
湖，可以先观后用，用来喷
灌绿化带或喷洒马路，中水
利用，高新区城管局绿化办
算了一笔账：合算。

经十东路高新段两侧
50万平米的绿化带，长期以
来灌溉用水大都是自来水
和地下井水，如今摇身变成
了学校中水。山东职业学院
每天生产中水1600多立方，
除了校园绿地灌溉等，还富
余约1200立方。“多余中水
一般排入人工湖，有时随下
水道流走。”学院宣传统战
部部长王功喜说。“把学校
富余的中水用于经十东路
高新段绿化带的灌溉，既可
以解决灌溉用水，又节省成
本。”高新区城管局绿化办
主任王大海盘算着，与学校
一商量，双方不谋而合。

高新区彩虹湖公园，有
不少游人在湖边垂钓，水中
几只野鸭子游来游去，整个
湖里的水全都是企业生产的
中水。“彩虹湖占地160多亩，
约容10万立方的水，企业的

中水先是排进湖里供游客观
赏，然后在湖的下游设有两
个中水接水口和一条地下
管道，喷洒车可以从这里接
水浇灌绿化带或喷洒马路，
地下管道可以从此处分流
中水至绿化带喷灌植物。”

彩虹湖公园刘经理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拿1立方
的中水来算，企业若把它加
压排放到上游需要花费
1 . 5元，排入下游的湖中只
需1元，彩虹湖每用一方水
会付给企业0 . 5元，这样排
放中水的成本从1 . 5元变
成了0 . 5元。彩虹湖若是采
用地下水，每立方成本2元，
而接收企业中水入湖，成本
只需0 . 5元，双赢。”

高新区的绿地面积约
340万平方米，每年使用中
水160多万立方。目前高新
区中心区绿地基本实现全
部采用中水灌溉，中心区全
部的马路都是用中水来进
行喷洒。“但仍有大量的企
业中水由于运送距离的原
因没有被利用起来，下一步
通过铺设或协调管道，这些
中水还会做出更大贡献。”
王大海说。

本报11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穆静) 10日，济南
市农家书屋建设观摩交流
会在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
大涧沟西村召开,大涧沟西
村的农家书屋以其每周百
余本的阅读量，成为了与会
者讨论的焦点之一。

记者来到大涧沟西村
的农家书屋。书屋40平米左
右，宽敞明亮,一侧是四排
书架，另一侧是两行八张桌
子，可供16个人同时阅读,
几名村民正在挑选图书。

“我准备学学如何养猪。”村
民胡先生从书架上拿了本

《实用养猪技术》告诉记者，
他现在养了几头猪，准备把

养猪规模扩大，找几本介绍
养猪技术的书看看。“如果
没有农家书屋，我还得跑到
市区买这些科技书。”

“4月份，应村民的要
求，书屋新增了一批科技类
的图书。”管理员喻悦说，3
月份的时候，不少村民向村
委会提出建议，希望多增加
一些科技类的图书。村委会
经多方协调，在4月份新进
了百余本科技类的图书供
村民阅读。“我们会应村民
的要求，多购买对村民有用
的图书。”据了解，大涧沟西
村农家书屋现有图书近
5000册，图书借阅量每周在
100本以上。

本报记者 殷亚楠

从去年交上安装天然气管道、开
户等各种费用，省城燕鲁花园的居民
就开始满心欢喜地等着通气，可如今
600多户居民通气的愿望又落了空。
燃气公司方面表示，该小区开通燃气
的手续都已办好，本来去年就已经通
了气，后来被附近小鲁庄居委会的人
把管道弄断。该居委会要求开发商必
须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通过他们的
管道并网，双方至今未能在费用具体
数额上达成一致，燕鲁花园迟迟未通
上气。

居民守着壁挂炉挨冻

日前，燕鲁花园的居民赵先生反
映，去年冬天他们就已经交上开通天
然气的开户费、管道安装费等各种费
用，管道也安好了，可至今小区也没
有接通天然气。赵先生告诉记者，小
区开发商之前统一为居民安装了燃

气壁挂炉，“到冬天了，燃气不通，家
里的壁挂炉也没法用，老人孩子都跟
着受冻，太急人了。”他感叹说。

8日，记者来到位于工业北路北
侧的燕鲁花园。提到小区的天然气，
小区2号楼的王大妈无奈地摇了摇
头，她告诉记者，去年11月份就把钱
交上去了，本想着能用壁挂炉过个暖
和的冬天，可去年就没用上气。“上个
冬天屋里用两个‘小太阳’都不暖和，
脚都生冻疮了。”老人一脸的无奈。

9号楼的一位居民也说，不通天
然气对他们来说很不方便，不光是冬
季取暖，做饭用煤气罐和电磁炉也不
如管道燃气。

燃气并网遇难题

燕鲁花园物业办公室一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小区入住了600多户居
民，没有通燃气是因开发商和小鲁庄
居委会存在分歧，该小区周围的土地
都属小鲁庄，小鲁庄不让从他们的地

方接管线。
山东济华燃气公司工程部工作

人员高经理介绍，限于燕鲁花园周
边的条件，该小区要实现并网，需
要将管道接入相邻小鲁庄的燃气
管线。燕鲁花园通天然气的手续都
已办好，去年燃气公司就已经给小
区通上了气，可小鲁庄又把管道给
截 断 了 ，让 开 发 商 交 纳 一 定 的 费
用，才能接入他们的管道。在数额
上双方至今未达成一致。“燃气公司
还找到药山街道办事处协商此事，目
前还在等结果。”

记者联系到天桥区药山街道办
事处小鲁庄居委会，分管相关工作的
崔主任表示，之所以向开发商收取一
定的费用，是因为他们通气要接入的
一段主管道是几年前小鲁庄自己出
钱弄的。“当时，所有的施工材料费、
施工安装费，都是我们出的钱，所以
这段几公里长的管道产权应归小鲁
庄，谁想使用这块管道，都应该交纳
一定的费用。”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陈伟)

张刚大篷车“今冬来送暖”启动以来，
受到了众多好心市民的关注。家住七
里山的刘正华一次性捐助了2000斤
蜂窝煤，13日，在记者的帮助下，两户
贫困家庭将这些爱心煤运回了家。

“今年的过冬煤终于有着落了。”贫困
市民刘女士感激地告诉记者。

13日一大早，刘正华先生就给记
者打来电话，说家里有2000斤蜂窝煤
用不着，希望能够捐赠出来，给那些
需要帮助的家庭。刘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这些煤是去年为烧土暖气准备
的，现在小区的供暖工程即将完工，
今年就能集中供暖了。“集中供暖这
些煤就用不着了，还占地方，把储藏
室都占满了，正好捐给贫困家庭。”

接到刘先生的电话后，记者联系
了两户贫困家庭王女士和刘女士。上午
10时许，王女士找来了一辆摩托三轮车
来到刘正华家，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住七家村，家里母女两人，虽然还有一
点煤球，但过冬肯定不够用，为此很早
就给本报打电话，希望得到救助。“听说
好心市民捐了煤球，我特意叫上女儿，
还找了一个邻居帮忙。”到了七里山，
刘正华早已等候在路口了。

“地上这些碎煤球能去煤店换新
煤球，一会儿我们运走，别浪费了。”

看到满地的煤渣，王女士说。等三轮
车停好后，王女士、她的女儿还有邻
居就开始往车上搬煤球，不一会儿的工
夫，一辆三轮车已经装满了。而在这时，
另一贫困市民刘女士也租了一辆三轮
车来到了刘正华家所在的小区。

两辆车装满了，可刘正华家储藏室
里还剩了近800斤蜂窝煤，征得刘正华
的同意后，剩下的煤球全部捐赠给了刘
女士。“感谢好心人，今年的过冬煤终于
有着落了。”刘女士感激地表示。

储藏室里的煤球有了去处，刘正
华表示，煤球虽然不算多，但能为困
难家庭过冬取暖出点力，就很高兴
了。“下次送温暖的时候，只要有能
力，我一定还捐赠，帮助那些需要救
助的家庭。”

立冬好几天了，天气有点冷，50

岁的金广英守在报摊前，对患有脑血
栓的丈夫放心不下，“天冷了，一直盼
着丈夫能穿上件羽绒服。”

金广英穿一件红色的上衣，上衣
的口袋处已经开裂，露出了白色的棉
丝。金广英告诉记者，这件上衣还是

去年过年的时候狠了狠心花了好几
十块钱从地摊上买的，裤子是儿子的
校服，鞋子是邻居送的。

春元里小区的金广英家中。40平米
的家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卧室里一
张双人床凹凸不平。“里面弹簧都坏
了。”金广英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以前

家里一张木板床，前几年亲戚送了一个
旧弹簧床垫，不少弹簧已经没有弹性
了，可夫妻俩还是高兴了好久。

金广英两口子在经七小纬六路交
叉口处经营一家报摊，收入勉强维持生
活，去年自己动手术切除了脾脏，丈夫
脑血栓病情也出现了恶化，本来就紧巴
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现在我最希望丈夫能穿上羽绒
服。”金广英说，天气越来越冷，丈夫脑
血栓发病几率增大，希望丈夫能穿上一
件暖和的羽绒服，冬天卖报的时候不至
于那么冷。 本报见习记者 穆静

12日，济南多家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到天才宝贝幼儿教
育机构，跟家长一起用“钢镚”零花钱在模拟的超市里“购
物”，从小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排水有收益，接水有赚头

中水汇成彩虹湖

村里建起农家书屋
科技类图书受欢迎

从小学勤俭

钱交了，手续办了，咋还不通气
原是并网过程中管线对接协调出了问题

贫困市民金广英：

就想丈夫有件羽绒服

冬日彩虹
11月13日，在济南泉城广场欢畅的喷泉中，一道靓丽、清晰的彩虹出现

在半空，惹得游人们连连尖叫。当日济南天气晴朗，初冬暖阳下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中国石化勘察设计协会合成氨设计专业委员会两联
卷服务业通用发票 1 0 7 9 3 9 0 1号至 1 0 7 9 4 0 0 0号，税号
370102F51441323丢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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