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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临近，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一些未能集中供暖的居民正在想法过冬，而且一直期
盼着能用上暖气。与此同时，一些居民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悄悄退出了集中供暖的行列。
连日来，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分别走近“盼暖”和“弃暖”的居民，了解了他们的酸甜苦辣。

盼
暖

想方设法过冬，期待集中供暖
调查小区：江北国际小区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我们小区今年没能集

中供暖，入住率太低，都是各自想办
法。”江北国际小区居民马女士 7 日
说，不少住户都是刚搬过来，小区入住
率应该还不到一半，还有的住户虽然
搬了进来，但因没有集中供暖，便在别
的小区住着过冬。

马女士说，小区刚刚建好，前几天
物业还贴出通知，说小区正在使用临
时电，负荷较低，不让使用大功率电
器，包括电磁炉、空调、电暖气，防止烧
线。“如果随意使用大功率电器，发现
后会给停水停电。”

调查小区：天安新村小区
调查记者：郭庆文
调查情况：天安新村是开发区建

设比较早的居民小区，因为没有配套
设施，从建成就一直无法集体供暖。整
个小区用一道墙隔开，北侧 30 多户大
部分是一个单位的，2010 年每户出了
一万多元铺设暖气管道，并在当年冬
天开始供暖。小区南侧的居民供暖则
是五花八门，各想办法。不过，多数居
民采用烧天然气炉子的方式取暖。

据小区居民 8 日反映，这里的天
然气管道入户后分成两股，分别为做
饭用和烧炉子用，居民要交两份钱。

“虽然花的钱差不多，但我们还是愿意
集体供暖。”一位居民说。

“今年夏天供暖单位准备给小区
铺设管道，每户需要交 1 万多，我们连
订金都交了，但因为小区居民无法达
成一致，又把钱退了回来。”这位居民
无奈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集体
供暖。

调查小区：宝徕花园
调查记者：杨淑君 李璇
调查情况：宝徕花园居民张先生

说，小区今年刚入住，无法使用集中供
暖，而他家又有刚刚半岁的孩子，10
月下旬稍一降温，就去买了“取暖设
备”。

张先生说，原本今冬要老人带孩
子回老家过冬，可老家又赶上拆迁。

“三个卧室原本只装了两台空调。”张
先生说，老人过来住后又买了一台，孩

子的奶奶和姥姥又各给孩子做了一套
棉衣。“甚至还给我们夫妻俩做了棉
袄。”

他说，想着空调太费电，他和妻子
收入也不是很高，为了节省费用，多买
了几个暖手宝和暖水袋，另外又买了
一个电暖风。

调查小区：利民小区
调查记者：杨淑君
调查情况：利民小区业主李先生，

是在小区买的二手房。据他介绍，这个
小区原来大都是原东昌府区税务局的
职工，后来因为供暖管道难扩容等问
题，一直没能集中供暖，以至于原来小
区的不少住户卖掉了房子。

李先生说，原来政府部门的职工都
能在单位领到补贴，舍得开空调。他觉
得开空调取暖费用太高，从去年开始就
改装了天然气，用天然气取暖。“前几天
冷，刚买了 100 多方气。”李先生说，用
天然气也是自己控制，算起来一个冬天
比集中供热能省下几百块钱。

“孩子小，天一冷就得打开，以后
还能省下更多。”李先生说。

调查小区：人事局家属院
调查记者：张超
调查情况：“冷了就多盖两床被

子，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兴华路人事
局家属院年近 70 岁的刘大爷说，小区

已有 30 多年了，由于管道老化，供暖
一直是个大问题，一般温度能维持在
十几度左右。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但一直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刘大爷说，最近天气越来越冷，小
区居民即将迎来“寒冬”，住户对此各
有妙招。由于温度上不来，不少住户家
中都有电暖气，为了既能省电又能睡
个安稳觉，住户们就在临睡前，打开卧
室的电暖气，趁着热乎劲儿上床赶紧
睡觉。而对于供暖，住户们已不抱太大
希望。

调查小区：双力家属院
调查记者：张召旭
调查情况：位于建设东路上的双

力家属院建成较早，当时城区还没有
推行集中供暖，导致小区到如今也没
能集中供暖。

小区业主刘先生说，最早以前主
要是靠烧煤球取暖。“虽然点着煤球
炉，但屋里还是跟冰窖一样，晚上一家
人裹着被子在沙发上看电视。”刘先生
说，那时候冬天还没有流行电热毯，都
是自己用热水袋暖被窝。现在小区里
烧煤球炉取暖的业主越来越少，不过
取暖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烧煤球
的、烧天然气的、用空调的、还有些居
民安装了土暖气，为了冬天不受冻，小
区业主可是想尽了办法。

个案聚焦>>

半数居民不同意

集中供暖还遥遥无期

“表厂最辉煌的时候盖的房子，20

多年了！”提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表
厂，家住兴华东路的表厂家属院的居民
老王不胜感慨。据介绍，表厂家属院是
聊城最早的一批高层住宅区，有 200 多
户居民入住，可是直到现在也没能集中
供暖。“ 2003 年表厂倒闭，就更没办法
供暖了。”

“天刚一冷大家就去拉煤了，跟 30

年前一样。”厂子倒闭以后，老王主要靠
打工做零活养家，收入不多，其他的住
户跟他差不多。“小区里只有少数几家
用天然气取暖，安装下来得一万多块，
我们装不起。”

走进表厂家属院，一排排红砖小楼
映入记者眼帘。因为大部分居民都烧煤
取暖，交错杂乱的电线下，几乎每家窗
外都会伸出一截烟筒。小区门口贴着物
业的通知，提醒居民在用煤取暖时一定
把烟筒装好，严防漏气引起煤气中毒。

“煤气中毒年年提醒，但年年发生，提高
警惕，坚决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通知
上还提醒居民，如果到子女家取暖过
冬，一定把水管包好，把水表取下来，以
防冻坏。

“去年本来想申请集中供暖，但在
小区统计了一下，愿意交钱的还不到一
半，就放弃了。”一位居民说，暖气管道
的安装费用也要一万多元，大家没法达
成一致。

本报记者 郭庆文

去年才集中供暖

一市民传授“取暖经”

兴华东路的活塞环家属院是聊城
的老小区之一，居民十几年来都是自己
想办法取暖，一直到去年才得以集中供
暖，他们有着丰富的取暖“经验”。

小区居民老任是活塞环厂的老员
工，已经在小区住了 10 多年。据他介
绍，之前小区居民冬季取暖以烧煤为
主，每年都有煤气中毒事件发生。

谈到煤炉如何安装以及如何使用
不漏气，老任说，屋里用来通煤气的炉
筒接口必须要封闭好，可以用塑料胶布
或者黑布胶带缠死，每节烟筒的方向要
一样，不然煤炭燃烧产生的液化物会倒
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烟筒里的
杂物，刮风、下雪天也要检查一下，防止
烟筒堵塞。”老任说，不管是烧煤块还是
煤球，都要选好一点的煤炭。劣质的煤
球颜色发黑，烧完了发红；优质煤球发
点蓝，烧完了发白，产生的一氧化碳少。

“这几年也有用电暖扇、烧天然气
的，还有直接用空调的，反正就是各想
各的法。”老任说，现在集中供暖了，省
了不少事，也安全多了。

本报记者 郭庆文

表厂家属院物业的冬季取暖“温馨
提示”。 本报记者 郭庆文

取暖费这么贵，感觉实在浪费

调查小区：铁路益民小区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光供暖费就要花掉一

个月的工资，今年就没舍得开暖气。”
铁路益民小区的李先生说，现在孩子
都大了，老人都没在一块住，就没再用
集中供暖。“要是有老人和小孩，还得
再开暖气。”

李先生说，从健康角度，冬天有暖
气、夏天开空调对身体也不一定多有
益处，经受一下寒冷还是有利于健康
的，如果实在冷了可以选择开空调，天
天弄得屋里热烘烘的没必要。“白天要
工作，孩子去上学，家里没人，也没必
要一直暖和。”

调查小区：站北花园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去年的暖气也不是很

暖和，有时候还得开空调，今年就没有
再交暖气费。”城区站北花园小区的刘
先生说，家里有空调备用，电费也花不
了两千块钱的取暖费。

刘先生说，现在集中供暖的费用
已经比较高了，供暖费用相当于一个
月的工资，对于工资不高的市民来说，
宁愿选择条件艰苦一下。“冷了可以开
空调，电费还可以承受。”

调查小区：富贵花园
调查记者：张超
调查情况：家住富贵花园的居民

袁先生说，由于小区采用地暖，冬季供
暖效果一直不错，不过他今年开始不

准备再集中供暖。
据袁先生介绍，他在每间卧室都

加装了空调，冬天实在太冷的时候，晚
上就开空调睡觉，这样算下来能省不
少钱。据了解，跟袁先生有同样想法的
住户不在少数，小区居民李女士也没
缴纳今年的取暖费，刚买了一台电暖
气，准备在最冷的时候用上。

调查小区：国泰小区
调查记者：杨淑君
调查情况：“不知道是房子面积太

大，还是别的原因，前两年暖气温度刚
刚达标，还得再开空调补充热量。”国
泰小区居民刘女士说，去年涨了暖气
费，又多了交好几百块钱，今年小孙子
被接走了，干脆申请停了暖。

“通着暖气也是开空调。”刘女士
说，因为开空调的费用太高，今年夏天
儿子出钱，给她简单装修了房子，加了
个门，容易留住热量。“从这几天看，效
果还不错，前几天降温，家里不开空
调，也没觉得太冷。”

调查小区：汽贸家属院
调查记者：杨淑君
调查情况：汽贸家属院居民王先

生家直接没开通集中供暖，据他介
绍，他和妻子白天都上班，孩子在潍
坊上学，家里也没老人，感觉没必
要。

“房子去年刚装修过，保温效果还
行。”王先生说，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就
是那么几天，不是太难忍受，开空调还

可以自己控制温度，他家房子面积大，
一个冬天能省不少取暖费。

调查小区：园东小区
调查记者：李璇
调查情况：“小区的暖气是一年不

如一年热，我家已经连着两年只有十
一二摄氏度了，供着暖还得开空调，
还不如不要暖呢！”家住园东小区的
居民李女士说，现在集中供暖的费用
这么高，每年交着一两千元的暖气费
家里却不热，令她感觉很不划算，所
以今年打算干脆不集中供暖了。

“我和我对象都得上班，这一天
也就中午和晚上在家，实在冷了就开
空调，再怎么着也比集中供暖划
算。”李女士说，她老公由于工作原
因经常出差，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前
几天老公还跟她商量，说实在不行就
让她搬去婆婆家住。

调查小区：育新苑
调查记者：李璇
调查情况：家住育新苑小区的苏

先生说，他 3 年前刚在小区买了房
子，从入住的第一年开始，家里的暖
气就不是太热，连续几年都只有十二
三摄氏度，有时暖气还一点也不热，
加上目前集中供暖的费用增加，实在
不愿意再交着钱受冻了。“暖气费太
贵了，从去年开始就涨了 3 块钱，我
们家得交将近 3000 块钱，以我们目前
的收入来说，有些承受不了，冷就冷点
吧，这也是没办法。”苏先生无奈地说。

烧煤取暖的居民，每户都有这样一个烟筒。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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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一居民正在自制御寒门帘。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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