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民生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敏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山东省供热条例》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
施。寿光将如何落实？

“供热主管部门将以条例出台为契机，加
大管理力度，提前调度供热企业，做好供热准
备。对于居民投诉，及时解决，确保居民温暖
过冬。”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文彬
说。

“停暖”不收费，报停的多了

新的《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供热用户
要求暂停供暖的，供热企业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但供热用户需提前30天向供热企业提出申
请。

此前，寿光规定：对已开口正常供热的用
户申请停止用热的，运行成本费按不超过按面
积收费的10%收取。因此，具备报停条件且办
理报停手续的住户热网运行成本费按2 . 4元/
平方米收取。

家住寿光美林花园小区的刘红霞，去年因
为报停暖气，140平方米的房子交了350元的报
停费。“不用了还得交钱，觉得有点冤。今年
不用再交停暖费，太好了。”刘红霞说。

从今年起，寿光将全面取消采暖报停费。
“虽然供热具有户间传导等特殊性，但是否接
受用热服务是用户的权力。”寿光市物价局的
尹来义说。

王文彬称，供热设施具备分户关闭条件，
用户要求暂停供热的，应当在当年采暖供热期
开始前30日向供热企业提出，办理暂停供热手
续。用户要求暂停或者恢复供热的，供热企业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供热企业也不得因部分用户欠交供暖
费，停止向其他已交费用户供热或者降低供热
标准。”尹来义说，这项规定的出台避免了
“一户欠费，全楼停暖”现象的发生。

“最近几天，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十多个咨
询有关供暖报停的电话。”寿光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燃热办主任王宏图说，“不能否认，有
人选择报停可能就是为了‘蹭暖’。”

王宏图介绍，《山东省供热条例》中没有
明确禁止“蹭暖”行为，但潍坊市规定，对于
可能影响其他用户正常供热的，供热企业可不
予同意并书面告知理由。也就是说，对存在
“蹭暖”嫌疑的，供热企业或物业可以拒绝其
报停。

确保室温不低于18℃

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第三章第二十二
条规定，在室外温度不低于供热系统最低设计
温度、建筑围护结构符合当时采暖设计规范标
准和室内采暖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供热企业
应当保证采暖供热期内用户卧室、起居室的温
度不低于18℃。

“四五年了，每年冬天，我家的供热温度
都不高，在屋里坐着都得穿棉衣。找了物业很
多次，物业人员拿着温度计来家里测了测，都

说没有低于16℃，符合供热规定，这让我们很
无奈。”寿光市南关小区的李珍珠说。

美林花园、棉纺家属院也有不少居民在寿
光民生网留言，反映暖气温度不高的问题。

据了解，从2007年到去年，寿光一直执行
的是原来的《山东省供热管理办法》。根据规
定，供暖标准不低于16℃。

“多年来，全省居民小区供热标准一直是
18（±2）℃。不少供热企业就理解为，只要
将温度维持在16℃以上就算符合标准。”王宏
图介绍，新规定给供暖温度标准划定了“硬杠
杠”。

网友大山提出，供热期间室内温度是否达
到18℃，该由哪个部门界定，业主又该如何维
权？王宏图说，供热期间市民家中温度偏低，
市民需向供热单位（供热企业或物业）提出申
请，由供热单位派人进行测量，如果温度低于
18℃标准，按上述《条例》规定，供热单位应
承担检测费用并减收供热费。

今年金玉米公司从市区搬走后，以前由金
玉米供热的城区120个小区，今年将全部由城
投金惠热力公司承担供热任务。金玉米采用的
是蒸汽供暖，金惠热力采用的则是高温水供
暖。相比而言，高温水供热更稳定、范围更
广。

让更多居民用上集中供暖

“我今年也可以用上集中供暖了，再也不
用烧煤球了。”10月17日上午，寿光市群众意
见建议第15次集中答复会上，寿光市外贸公司
家属院65岁的李山峰听完王文彬的答复后放心

了。
外贸公司家属院共有30户居民，一直未接

入城市集中供热管网。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组织工作人员日前到小区查勘现场，并就集
中供暖事宜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调查摸底。

由于该家属院只有一幢楼，如果单独建设
换热站的话，居民分摊成本较大，也会造成不
必要的浪费。结合正在改造的原建桥党委家属
院，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圣城街办、金
惠热力公司进行协调，外贸公司家属院居民负
责铺设小区内庭院管网及户内供热设施改造，
从其东侧建桥家属院换热站接入集中供热管
网。

因开发商欠供热公司费用，群利商住中心
小区一直未供暖，居民反映强烈。

群利商住中心由寿光群利置业有限公司开
发，小区总共277套房产，法院查封140套，已
入住83户。该小区未供暖原因为开发商一直未
缴纳供热配套费。群利置业因经济纠纷，目前
公司账号及部分未出售房子被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查封。该公司表示，无法缴纳供热配套
费。

9月28日，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约见
了山东新力热电董事长孙洪基，明确要求企业
要从保民生的高度出发来解决问题。孙洪基承
诺，即使小区开发商未及时缴纳供热配套费，
小区今年也将如期供暖。

目前，新力热电、物业公司及业主代表正
就小区内换热站、庭院管网等供热设备进行调
试检修。开发商承诺，需要再配套的设备，将
及时配套到位，确保小区今冬能够按时按质供
暖。

报停暖气不收费，能不能落实？最低室温18℃，能不能保障？新供热条例实施后———

寿光居民今年能过个暖冬吗？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0月25日上午，寿光市南关小区一栋居
民楼内，68岁的杨春香将暖气片挨个擦洗了
一遍。“这些厚厚的暖气片，看着心里就踏
实。我们上了岁数，就喜欢暖和点。”杨春
香说，集中供暖让人很省心。

还没有集中供暖的农村，村民们早早备
下了煤炭。洛城街道东斟灌村，77岁的李长
江前几天购买了1吨煤，等天冷了就烧“土
煤炉”。李长江告诉记者：“房间封闭得好
一点的话，最冷的时候，室内温度能达到12
度左右。但我们不舍得总烧着，多少有点暖
和气就行。”在东斟灌村，村民大多都像李
长江一样用“土煤炉”取暖。“也有用空调
或者电暖气的，耗电多，取暖效果也不太
好。”李长江说。

近几年，寿光市古城街道垒村的郑培松
再也没有为取暖操心过。借助土地增减挂钩
政策，垒村村民住上了楼房，村庄变为弥景
苑社区。“采用地源热泵集中供暖，还都是
地暖，最低温度也在16度。冬天，进了家
门，穿个单衣就行。”郑培松说，楼房封闭
得好，地暖供热很均匀，老年人愿意住楼。

1949年出生的郑培松对取暖有着特殊的
记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频发，
农村人饭都吃不饱。“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取
暖。冬天只有一件棉袄、棉裤，里面也没有
衬衣，每天冻得冷嗖嗖的，一点也舒展不
开。”郑培松说。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家户户都修了
火炕。做饭在屋里，灶台通着炕，柴草做
饭，余热烧炕。郑培松说：“当时是木头
门，用纸糊上的大棱窗户，保温程度很差。
即使有炕，屋内也结冰。最冷时气温到零下
27度，通常在零下17度，农村人手脚冻裂的
有很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里人开始在屋里
扎起炉子烧无烟煤。“根本不会煤气中毒，
门窗都散风漏气的。”郑培松说。

文家街道的陈明山生于1978年。他出生
那年，父亲买回一个蜂窝煤炉子。“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一般农村家庭是不敢奢望
用煤炉取暖的，一来煤炭资源紧缺，二来也
没有这个‘闲钱’。”陈明山说，“然而好
景不长，第二年冬天，有一天由于炉子没有

封好，全家人中了煤气。幸亏父亲挣扎着爬
到屋外，我们全家才捡回了性命。母亲要把
炉子处理掉，爷爷舍不得，买来几节烟囱把
炉子搬到他卧室去了。为了解决取暖问题，
母亲只好给远在城市的亲戚去了封信，恳请
人家给买了条电热毯。这也是我家的第一个
家用电器。”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房屋渐渐改成砖
房，窗户也有了玻璃，封闭严实了，稍稍暖
和点。当时常用的是一种“憋来气”炉子，
烧煤块，把管子通到墙外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开始有了土暖
气，各个房间都有暖气片。“烧炭也烧不
起，多数有名无实。通常在春节时，才烧得
旺一些，室内温度可以达到十三四度。通常
也就在10度左右。”郑培松说。

古城街道后王村的王伟军有过做煤球的
经历。家里借来铁模子自己制作煤球烧，全
家再也不用挨冻了。可是做饭加取暖，煤球
消耗量很大，他们得经常忙着制作煤球。
“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买煤、买胶

泥，然后是浇水调匀，再用铁模子一个个地
脱制，煤球半干后还要逐一立起来晒着，赶
上下雨还得遮盖。制作煤球可是力气活，常
常会把手掌磨出血泡。”王伟军说。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王伟军上中
学后，家里积蓄逐渐厚实起来。王伟军的母
亲从外地带回一台电暖气，从此他家告别了
烧煤球取暖的历史。

1988年出生的陈山是羊口人。他记得小
时候父母用玻璃瓶装满热水放在被窝里取
暖，玻璃瓶是太姥爷喝完酒的瓶子。当时妈妈
为了让陈山多取暖，甚至冻坏了自己的脚。

1980年出生的李长山曾用过暖水袋取
暖。“一个放在脚边，一个放在肚子附近，
暖暖的，很舒服。”李长山说，现在他住在
鸿基花园小区，集中供暖，暖水袋、电暖气
都已成为过去。

如今，古城街道怡和园小区用的暖气来
自光耀玻璃的余热。该小区居民李玉华说：
“每次供暖，暖气都很足。价格每平方米只
有16元，比集中供暖便宜不少。”

□ 本 报 记 者 郭继伟
本报通讯员 仉佃方

10月16日，在寿光市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
里，绿化养护队组长王文美正在带领工作人
员，将园内收集的落叶集中填埋到深50厘米、
面积约40平方米的坑中。王文美告诉记者，这
是生态观光园今年刚刚自制的化叶池，可以让
落叶变废为宝。

寿光市园林处绿化科科长张玮介绍，弥河
生态观光园2006年开园，占地面积370公顷。
生态观光园东西两岸秋冬两季能生落叶的树木
有数万棵之多，现在已进入阔叶树的落叶期，
产生的落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就在田间地头
用杂草、动物粪便等沤肥，再撒到地里给庄稼

当肥料。考虑到观光园产生大量落叶，这些叶
子不能烧，运送到垃圾场还需要不少钱，我们
就想在园内试验一下化叶池沤制肥料。”弥河
生态农业观光园主任董树茂介绍。

化叶池的地点选择让董树茂花了不少心
思——— 既不能影响观光园总体的景观效果，又
不能给工人增加太多工作量。“最后，我们决
定在观光园内面积较大、灌木少、空地多的杨
树林挖化叶池。”董树茂说。

化叶池的制作过程并不麻烦，先在杨树林
里挖50厘米深的土坑，工作人员将每天清扫的
落叶倒入坑里。在填埋40厘米深度的落叶后，
覆盖上一层薄土。在薄土上方继续添加落叶，
直至离地面80厘米左右的高度时，加入少量碳
氨，最后用泥土及杂草进行密封。“中间覆盖一
层薄土，是为了落叶更好地发酵。”王文美说。

化叶池的深度确定，董树茂也有自己的考
虑。“这个深度要适中，如果土坑太深，发酵
后不方便取用。如果添加的树叶太多太厚，也
会影响环境的美观。”董树茂说。

如今，生态观光园内已经挖了40个化叶
池。“预计到11月中旬填埋工作就能结束，50
个池子就能满足需要。到明年夏天，肥料用完
后，我们再把池子填好，不影响景观效果。等到
了秋季，再重新挖开，反复使用。”董树茂说。

王文美告诉记者，观光园内有百日红、榆
叶梅等多种花木，为了保证开花量，观光园每
年都要购入五六万元的牛粪等肥料。如今，园
内秋冬两季产生的落叶沤制的绿色有机肥，基
本能满足这些花木的需要。“沤制落叶自然发
酵的绿色有机肥，还可以保持土壤湿度，防止
土壤硬化板结。”王文美说。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大的公园、绿地等
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落叶沤肥的办法。”张玮
说。

“除了化叶池，我们还实现了芦苇、蒲草
的回收利用。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把芦苇、蒲子
收割，并用绳子固定缠绕新栽树木一圈，过冬
就没问题了。”董树茂说，原来弥河两岸河堤
中生长着大量的芦苇和蒲子，每年秋天都能长
到2米多高，如果不收割，还有火灾隐患。

以前，弥河生态观光园都是用草帘子包裹
树干，再在外面包上塑料薄膜来给树木保暖。
而弥河里自然生长的芦苇、蒲子收割之后都被
当做垃圾填埋了。“草帘子虽然不贵，但一棵
树的草帘采购价按一两块钱算，也是一笔不小
的费用。现在芦苇、蒲子物尽其用，一举多
得。”董树茂说。

落叶集中到化叶池中“沤制”成肥料，芦苇、蒲子变身树木“冬衣”———

萧 萧 落 叶 有 去 处

蜂窝煤、玻璃瓶、土暖气等取暖方式渐渐成为过去———

几代人的取暖记忆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马玉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22日，记者从寿光市林业局

获悉，寿光林业无公害防治率达到100%。
近年来，寿光不断加强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

预报工作，完善了检测预警体系，在全市设置了5处
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每年发布林业有害生物
趋势预报20多期，通过在各镇街组建预报防治专业
队伍，在每村和有关单位设立查防员等措施，构建起
纵向贯通、横向衔接、全面覆盖的监测预警网络。

在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方面，寿光市政府每
年都与各镇街区、有关部门签订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责任书，并从2010年开始，采用高效低毒生物农药进
行人工、飞机喷药防治。2011年至2013年，防控面积
达到181万亩，其中飞机防治163万亩，无公害防治率
达到100%，有效控制了虫情，保护了生态环境。

林业无公害防治率

达100%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省国土资源厅公示了2014

年度山东省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寿光市
8个项目成功入围。寿光连续3年获奖总数保持全省
县级市首位。

此次获奖项目中，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及
成果集成试点项目、地氟病高发区地下水勘查与供
水安全示范报告两个项目获一等奖；城区基准地价
成果更新、卤水资源开发远程监测与服务系统、寿
光市综合地图3个项目获二等奖；土地证书防伪与
信息化管理模式研究、寿光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
-2015）、寿光市2013年基础地理信息更新3个项
目获三等奖。

8项目入围全省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武国垒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河道没垃圾了，水变清澈了，

来河边玩的人多了。”10月23日，在丹河岸边散步
的李新春说。

今年，寿光市投入1500万元，治理北部的5条
重点沟渠，清淤河流共计68公里，配套桥涵、倒虹
等建筑物共计56座。从4月份开始，开展了水域环
境整治活动，涉及弥河、丹河、西张僧河、尧河、
桂河、张僧河东支、塌河7条河道，共清理2万多立
方米河道垃圾和600多处行洪障碍。

近年来，寿光累计投资1 . 6亿多元，对丹河，
东、西张僧河等10条中小河流进行了治理和生态修
复，治理总长度178公里。

1500万元

投资河道治理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群众意见建议第十

五次集中答复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寿光市建工处
共受理建筑领域农民工欠薪投诉案件226起，处理
到省（市）上访欠薪投诉案件15起，处理市长公开
电话151个、处理寿光民声投诉3起，帮助5176名农
民工讨回欠款共计6881 . 28余万元。

据介绍，近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多发。为
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确保行业和社
会稳定，寿光市建工处积极与存在拖欠工程款和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进行沟通协
调，妥善解决好各类上访和投诉案件。

今年10月，寿光建立并运行建筑业农民工维权
服务中心，由寿光市政府牵头，与公安、司法、人
社等多部门联合办公，全方位、多层次切实保障农
民工合法权益。对于数额不大、事实清楚、无各类
纠纷的案件，要求责任单位当天协调完毕，并反馈
处理情况。对因工程质量、材料消耗、人工定额等
引发的欠薪纠纷，抽调经验丰富的施工企业管理人
员直接参与接访调处。对于数额较大、情况复杂的
欠薪纠纷，及时召开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成员负责
分头协调各自职能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建工处帮5176名农民工

讨回欠款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珍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

区盐碱地上种植的1200亩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完毕，
亩产达700多公斤。

双王城依托丰富的水资源条件，在去年成功试
种20亩水稻的基础上，扩大水稻种植规模，种植面
积达到1200亩。这次种植采用立体生态模式，在稻
田里放养河蟹、鱼虾，水稻生长所需的养分全部取
自鱼塘里的淤泥和生态有机肥。

今年以来，双王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启动
“王城食府”自然农产品开发计划，大力推广郭井
子西瓜、南木桥西红柿、洰淀湖稻米、红缨子高
粱、牛头小菠菜、双王城莲藕等多种盐碱地农作
物，打造盐碱地上的自然农业品牌。

双王城千亩水稻丰收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张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第一

批103个省级传统村落名单进行公示，寿光市双王
城生态经济园区牛头镇村入选。

牛头镇村是寿光最大的自然村之一，也是寿光
革命的发源地。1937年，以马保三为首的“鲁东抗
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在牛头镇村成立后，积极抗
日，先后有123名烈士为国捐躯。因此，牛头镇村
也有“抗日英雄村”之称。

牛头镇村
成为省级传统村落

□王兵 报道
寿光东城供暖管线改造进入收尾阶段。

□王兵 报道
寿光东都小区居民自建的换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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