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集中供暖来说，实行分户
热计量无疑是一项利好举措，对此，
国家和各级地方均有对应的规范和
规定要求，分户热计量可引导用户
主动行为节能，减少浪费。聊城市也
出台了强制安装分户热量表的文
件。但因对分户热计量的理解有偏
差，造成安装分户热量表的方式未
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有的虽安装了
分户热量表，但并未按表的读数收
费。对此政协委员吕爱红、潘鸿海、
魏立广、吕伟宏提交了《基于按热舒
适度计费的方式推进分户热计量》
的建议。

政协委员吕爱红、潘鸿海、魏立
广、吕伟宏提出了分户热量表存在
问题：有的安装热计量表后，增加了
户内系统阻力，尤其聊城市集中供
暖的管道系统内水质均较差，在热
量表处易堵塞，不同程度的影响了

室内取暖效果，同时增加了维修工
程量。据了解，聊城市已出现了不少
拆除热量表的项目。

政协委员吕爱红、潘鸿海、魏立
广、吕伟宏表示，与“水”、“电”、“气”
等均不同，“热”是一种特殊商品，相
临户之间无时不在的热传递使得其
热表读数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所
得到的热量，而外围护结构的不同
(即直接对外的散热墙面不同)使其
得到的热量与其实际享受到的热舒
适度也有很大偏差，这就造成热表
读数高的用户室内温度温度未必
高，而热表读数低的用户室内未必
低，这让一些未缴采暖费的用户钻
了空子。这种自然物理现象造成很
多项目虽按规定花巨资安装了热
表，而实际还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尴
尬局面，而未达到热计量的初衷。

政协委员吕爱红、潘鸿海、魏立

广、吕伟宏在提案中建议按热舒适
度计费，建议采用按用户实际享受
的热舒适度(即室内温度)计费的方
式，相对公平的推进热计量收费，也
叫温度面积法，具体为：每栋楼安装
一付总热量表，作为热力公司与用
户总的贸易结算点；在用户室内安
装有温度传感器，根据实测的室内
采暖温度(即实际享受的热舒适度)
与建筑面积的乘积作为计算依据，
该楼栋所有用户根据该依据按比例
分摊楼栋总热费。

提案中提出，按热舒适度计费
形式的优点是该计费系统主要是由
独立的温度传感器、电线及计算装
置组成，与采暖水路系统完全分离，
不会对采暖管路造成任何阻力影
响，更不会堵塞管道，不存在增加
维修工作量。该方式计费的基准是
室内实际温度 (实际得到的热舒适

度 )，与临户及外墙散热面并不直
接相关，相对更加公平合理。也更
容易激励用户的行为节能，因与缴
费相关，用户会主动调小供暖阀
门，从而降低室内过热温度，节省
其运行费用，进而实现整体节能降
耗。对未居住的用户，因临户间的
热传递，其室内温度也未必很低，
为其承担采暖费用提供了依据。某
种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炒房的作用。
该形式不但适用于新建用户，也适
用于对原系统的改造，因与采暖水
路无关，仅是电路的改造，相对工
作量要小的多，投资也较少。该温
度面积法热计量方式在北京、河北
及山东等地均有成功的经验。鉴于
聊城目前“分户热计量表”的尴尬
局面，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研究，推进基于按热舒适度计费的
分户热计量方式。

政协委员谈分户热计量：

供供暖暖可可尝尝试试按按热热舒舒适适度度计计费费

政协委员谈脱贫解困：

让让城城镇镇贫贫困困职职工工和和农农村村困困难难群群众众一一道道脱脱贫贫
生活在城镇的困难职工，其贫

困程度个别的甚于农村的贫困户。
政协委员昌桂峰提交了《关于城镇
困难职工脱贫解困工作的建议》，
政协委员昌桂峰举例：根据临清市
工会系统统计情况，目前临清市处
于贫困或者贫困边缘程度的职工
有1452人，他们主要来自原计划经
济体制下现如今已停产、半停产的
企业，比如纺织、供销、机械、粮食
等系统的停产、半停产企业，大多
数没缴“三险”，由于年龄偏大，又
难以转行学习新技能，加大了再就
业难度，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造成收入不高且不稳定。主要致贫
致困的原因是不稳定的低收入或
因病、因残、因学致贫。对此，各级
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举
措，部分缓解了一些困难职工的困

难程度，但是对于他们的脱贫解困
来说，还是远远不够，个别严重的
只能是杯水车薪。当前，聊城市农
村扶贫攻坚，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相对来说，城镇困难职工的脱贫解
困工作则有点弱化。小康路上一个
也不能少，如何保障城镇贫困职工
和农村困难群众一道脱贫，则是下
来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昌桂峰建议：由市扶贫部
门统筹城镇贫困职工的脱贫解困工
作，将其纳入脱贫攻坚的大局之中，
纳入对地方党政绩效目标考核之
中，建立部门协作联动机制、部门服
务清单机制和困难职工结对帮扶机
制，一级抓一级，层层压责任，层层
抓落实；科学制定困难职工标准，准
确界定脱贫解困对象。开展困难职
工核查，符合标准的强化帮扶和保

障。全面掌握困难职工数量、结构、
分布情况，找准致困原因，分类制定
解困措施，户策对接，建档立卡，做
到一户一档案，一户一计划，一户一
措施；积极推进扶贫政策的落实，要
加大诸如国家助学、保障性住房、城
镇低保等政策的宣传，切实做到这
些政策在城镇困难职工中家喻户
晓，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都能享
受到，力争用足现有有关城镇职工
的各项扶贫政策。

昌桂峰建议推动有劳动能力的
困难职工充分享受政府的创业就业
扶持政策，加大对其技能培训力度，
开发公益岗位，全力消除零就业家
庭。对因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而不能
办理退休的困难职工，要督促企业依
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对未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困难职工，采取有效措施将

其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对因病致
贫的困难职工，要实现大病救助全覆
盖。积极推动国家助学政策的落实，
帮助困难职工子女申请助学贷款和
学杂费减免，加大金秋助学活动和社
会捐助帮扶。积极推动将城镇困难职
工纳入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覆盖范
围，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困难职工
优先提供公共租赁住房；若房源有
限，可申请发放租赁补贴，切实解决
好城镇困难职工家庭住房问题。通过
财政兜底保障脱贫解困。对老、弱、
病、残确无收入来源的困难职工，纳
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
尽保。加快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
推进的“三位一体”城镇困难职工脱
贫解困大格局，聚合各类解困资源实
现对全市城镇困难职工家庭的帮扶
全覆盖。

政协委员谈公厕管理：

提提升升改改造造公公共共厕厕所所设设施施及及管管理理水水平平刻刻不不容容缓缓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

厕所”，城市公共厕所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性
工作，直接体现聊城的整体形象和文
明程度。但是，实际城市的公共厕所
在硬件设施和管理上存在部分问题。
为此，民进聊城市委提交了《关于提

升改造公共厕所
设施及管理水平
的建议》。

提案建议：完
善公厕建设布局。
对城区范围内(包
括各旅游景点、商

场、办公大楼、小区、集贸市场等)现
有公共厕所进行适当的布局调整
(可以根据对一类、二类、三类公共
厕所的占有比例做合理布局)。设置
不合理、标准过低或无使用价值的，
及时关停拆除；使用需求大、设施缺
乏、设备陈旧的，及时谋划新建或改
造。(特别是我们古城区公厕数量太
少；聊城人民公园公厕设施太陈
旧 ；火 车 站 出 站 口“ 人 皆 掩 鼻 而
过”)；提升公厕硬件水平。应以人为
本，公共厕所的设计、建设和管理
应充分考虑无障碍通道、母婴室、
无障碍卫生间、安装贴心扶手以及

专为老人和特殊人士设计的厕位，
以及，男女厕位比例符合规范、体
现卫生、方便、安全、节能等要求；
优化公厕外观形象。对有改造条件
的公共厕所，要合理开展外墙立面
改造，美化公厕外部环境，注重协
调周围环境。同时，要科学选择建
筑装饰材料，使用优质、新型、环保
和节能建材，打造一批精品城市公
共厕所。；增加创新服务模式。制作
公厕地图，开发导厕APP，方便查询
公共厕所具体位置、开放时间等内
容，同时，借助互联网提高导厕APP
的知晓率和使用率，根据导航功能

前往就近的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基

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城市文
明形象。应结合实际、以人为本，不仅
建立起公厕完善的配套设施，更要提
供标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人民群
众切切实实享受到福利，真可谓‘小
厕所’体现‘大民生’。”另外，提案还
建议提高管理水平，硬件上去了，管
理不能拉下。根据标准从高、管理从
严的原则，一是系统的培训，二是明
确责任；量化标准；严格检查；严明奖
惩。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邹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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