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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炉“下岗”了
家里温暖又干净

时下正值取暖季，但今年
西王因村的进村柏路上，看不
到一处冒黑烟的烟囱。此外，

往年路旁落满煤灰的四季常
青绿化带今年也显得格外的
翠绿……

“自从去年10月1日全村
用上了天然气，今年冬天就没
再囤放煤炭，院子变宽敞了，
地面也干净了。”走进村民张
庆超家中，他6岁的女儿与1岁
半的儿子正围着他嬉戏玩耍。

鸡 肉 、牛 肉 、欢 实 的 大 鲤
鱼……父亲收拾着刚从集市
上买回来的年货，母亲郑秀梅
则与爱人一同准备着午饭。常
年在外地工作的张平超春节
放假回到家，一家六口人可谓
温馨与幸福。

在院子的西侧，一间不算
太大的厨房被郑秀梅收拾得

整齐干净。“工作”了14年的煤
炭炉与煤气罐“下了岗”，如今
的天然气灶配上抽油烟机，不
但让厨房提了档次，往日做饭
时油烟满屋十分呛人的场景
也得以改变。郑秀梅告诉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往年冬
季她很少让孩子出门玩耍，担
心黑烟中的灰尘和颗粒物让
孩子们患上上呼吸道之类的
疾病，平时只能在屋内待着。

“如今二胎政策放开了，有
新生儿的家庭也多了起来，村里
没有了浓浓的黑烟，家里面也不
再有浓浓二氧化碳的产生，小孩
子是受益最大的。”张庆超说，以
前冬季的村庄，煤灰不停地从空
中落下，家家户户基本都不敢院
子里晒过被子、衣服等任何东
西，现在不一样了，将被褥晒上
一天也会是干干净净，减少了细
菌的滋生，孩子盖着也舒服。

一年能省下不少钱
安全隐患也没了

“以前在贵州就负责天然
气管道的安装，深知使用天然
气的好处，燃点高，还环保。”
张庆超用手摸着被天然气烧
得热乎乎的暖气片不断称赞
着。

“家里两个孩子都小，为
了不让他们冻着，往年家里需
要囤放3吨半左右的煤才能过
冬，只是取暖费就需要花费近

4000元钱。”张庆超说，夜里压
煤时还要特别谨慎，以免二氧
化碳泄漏。

“而如今气代煤工程通进
村子里，从去年10月1日到现
在，又是做饭又是取暖，一共
才用了800多立方的天然气。”
张庆超算了一笔账，每年每户
使用天然气1000立方以内政
府还会补贴1000元钱，如今家
里的800多立方天然气只需
800多元钱，以前孩子睡觉怕
冻着，都是盖两层被子，而且
还特别沉重，现在屋里暖和了
睡觉只需要一层被子就可以
了。

“如今这个隐患解除了，照
顾孩子时自己也安心不少。”郑
秀梅说，以前家里使用煤炉时，
要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不能让他
们靠近煤炉以免烫伤，稍有一会
看不到孩子就赶紧去看看小孩
是不是进了厨房，神经时刻紧绷
着。

“空气中没了灰尘颗粒，
家里面没有了安全隐患，费
用开支省下了大半，村里屋
外的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好。”
走在村子里的柏油路上张庆
超说，往年冬季村子里的公
共垃圾桶都要被倾倒的煤渣
烧坏好多，如今这种现象也
不再有了。说话间，他用手摸
了一下绿化带里常青藤的叶
子，绿色的叶子上面没有了
一丝黑煤灰的覆盖。

文/图 本报记者 孔茜

小店开了一年多
留住不少“回头客”

“这种油烟机吸力强，价格
也实惠，自家用最合适。”刚好调
休回家的赵斌一刻也不闲着，下
了班车就直奔店里，给顾客介绍
完商品，又开始合计着一天的安

排。“一会去市区收来货款，下午
再安排师傅去王庄安装灯具。晚
上整理整理对联、福字过两天摆
在门口就能卖了……”

在这个上下两层近160平
米的门店里，一层摆放灯具、厨
卫等各式展具，二层做货品仓
库。从2016年底开业至今，赵斌
家的小店在接庄农贸市场上已
经营了一年多，日常娘俩都用
自己的方法琢磨着生意上的

“小窍门”，寻觅着“小商机”。曾
在汶上灯具厂做技术人员的赵
斌，对灯具、厨卫具备较为专业
的知识，为顾客讲解起来也是
通俗易懂。

“儿子在的时候，卖东西比
较快，总能留住人。”母亲岳德
英是个地道农民，性格淳朴说
话略显羞涩，但骨子里有股韧
劲。平时儿子在店里一个小时
就能开出4000多的单子，但由

于自己不太了解商品性能，讲
解也是一知半解，有时一天也
卖不出一件。为此，岳德英只要
有机会就会跟着安装师傅去住
户家安装，了解安装步骤，同时
也能向专业师傅们请教请教商
品特性。

“刚开始一天也做不成个
买卖。我妈比较着急。”赵斌说，
店开久了，街里街坊的好多都成
了回头客，谁家用的好还会相互
推荐下，这不前几天一个七八千
的大单子就是回头客来买的。现
在有了客源，生意也一天天好起
来了。

脑子活络有谋划
日子又有新奔头

“10岁之前我的体质很好，
15岁时就感觉跑步腿有些重。”
赵斌说，中学时双腿走路时发
沉，使不上劲。大二时，父亲中
风瘫痪后，自己压力过大，双腿
乏力加重，走路有些瘸拐。

“当时想去看看腿，500块
看病钱都是找人借的。”回忆过
往，赵斌历历在目。那时，母亲
需要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父
亲，自己还在上学，家中所有的
经济收入一下子全中断了。街
道就给办了低保，每年1000元
的助学金，就这样一家人拼拼
凑凑挨到了2012年赵斌大学毕
业。那年，就读于河北工程大学
应用物理学专业的他，便在汶
上一家灯具厂做起了研发，一

家人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起色。
为了方便母亲在照顾父亲

之余还能有个事干，不用再风吹
雨淋摆摊、打零工，赵斌便开始
琢磨起开个自己的门面店。“前
年9月份，街道扶贫办上门宣传
关于贫困户小额贷款的扶贫政
策，我跟我妈一合计，就先贷了3
万元，租下了一间门面店。做起
了灯具和厨卫的小生意。”

或许苦尽方可甘来，瘫痪了
近10年的父亲赵宝国，经过长期
的理疗和康复训练，身体状况逐
渐好转，现在不仅基本生活自
理，有时还会骑着电动三轮车到
店里帮忙。“店里的东西我也不
太懂，但是我来，他们就能腾出
手去做点其他的。”

“原来总觉得没有目标，
不知道路该咋走。现在就觉得
过得踏实。”作为理科生的赵
斌虽话不多但脑子活，每日除
了上班、看店外，他还会到处
转转琢磨琢磨“生意经”。没几
天，他就发现整个农贸市场内
只有中心街有一家做窗帘生
意的，且离自家店面较远，便
动起新念头。“窗帘好做，简单
又不占地。”赵斌就打算着，年
后简单收拾一下门店二楼，划
出一块小区域，扩充个窗帘生
意、再增加些晾衣架，尽可能
地留住更多顾客。

“等这边的生意再稳定些，
我也想跟个潮流，开家连锁
店。”虽然是对未来的憧憬，但
赵斌内心有着大致的规划。

有了气代煤，济宁高新区居民冬天取暖不烧煤

不不冒冒黑黑烟烟，，家家里里家家外外干干净净舒舒适适了了
“取暖做饭不仅安全方便，黑烟冲天的场面已成为历史。”2017年10月1日，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

西王因村气代煤工程建设完毕后，成为了全市气代煤工程通气第一村。天然气取代大煤炉，不仅村
子周边的空气好了，村民家里也干净。

精准扶贫户赵斌一家开店、上班两不误，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父父母母看看店店儿儿上上班班，，有有两两份份收收入入
父亲曾中风瘫痪离不开人照顾，自己又出现共济失调症状。“当时连500块钱看病的钱都是

借的。”过往种种，让赵斌历历在目。现在利用3万元扶贫小额贷款，赵斌一家开起了灯具、厨卫门
店，中风父亲身体逐渐好转，能动能走，平时还能帮母看店，自己在外工作，一家有了双收入，日
子越过越红火。

大孙女、小孙子围绕在郑秀梅老两口身旁。

恰逢赵斌调休，一家人都在店里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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