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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近日推出“热企进半岛，在线
解决供暖难题”的活动后，引起了市民
的广泛关注，11月18日青岛能源开源
热电服务管理处服务督察科长孙静走
进本报问暖热线现场，在接线过程中永
安路的王大爷求助称，自己家暖气不
热，眼瞅着寒流将至，他和老伴不知所
措。孙静当即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上门为老人处理解决。“我真是太感动
了，像我们这些老人，其实只要一点温
暖，就感动得不得了，你们开办这个活动
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18日下午，家中
温度已恢复正常的王大爷专门给问暖
热线打来电话向本报和热企表达感谢。

现场转办，八旬老翁回电致谢
18日，一场大雨突袭岛城，也拉开

了寒冬的序幕。当天是活动的第三天，
问暖电话依然很热。“马上就要降温了，
家里的暖气片还没温乎呢！”一早，市民
李先生就给问暖热线96663打来电话，
反映家中暖气冰凉，眼瞅着寒流将至，
他希望供热部门能快点上门帮忙解决。
孙静在问清楚对方的情况后，表示应该
是居民家暖气片积气导致的温度不够，
同时表示立即转办。
“你们真能帮我们解决事情吗？”在
接线过程中，已经80岁的王大爷也给
热线打来电话。王大爷说，试供暖也结
束了，现在已经开始正式供暖，可是家
里的暖气还是不热乎，“我们都是些老
人了，就怕感冒冻着，但是也不知道该
怎么操作，希望你们帮帮我！”王大爷
说。一看是自己辖区，孙静立即联系了
负责老人片区的换热站负责人。
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家中已经恢

复正常温度的王大爷就给热线打来电
话回复。“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太暖人
心了！”王大爷说，他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打的电话，没想到还真是管用。“打完
电话，很快工作人员就上门了，经过调
试现在家里已经热乎了，我真是太感动
了，像我们这些老人，其实只要一点温
暖，就感动得不得了，你们开办这个活

动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谢半岛问
暖，感谢开源热力！”王大爷表示。

接线专业，嘉宾主动支招市民
“我们家总忽冷忽热，而且到了晚
上还能听到嗡嗡的声音，我怀疑有邻居
安装了循环泵！”“我们会立即安排工作
人员查看情况！”在记录完对方的信息
后，孙静告诉记者，他们在入户巡查中，
也经常发现有的用户家中安装了循环
泵，碰到这样的情况，工作人员都会要
求用户恢复原状。“像这种安装循环泵
的做法是非常自私的行为，因为一个循
环泵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单元的用户家
中不热！”
“用户安装室内供热设施，安装完
成后家中设备的用热参数就已确定，热
负荷和流量是固定的，用户一旦加装增
压泵或者循环泵，就会改变小区二次管
网的运行情况，破坏原有运行参数，致
使管网压力、流量严重失衡。”在接线过
程中，除了记录反馈问题，孙静还不时

提醒市民注意供暖事项。根据《青岛市
供热条例》相关规定，在室内供热设施
上安装放水阀、排气阀，改动和增设散
热器、供热管道等行为都是明确禁止
的。
通过接线，记者也发现很多市民家

中不热是因为管道缩径的缘故。“比如
一些管子在对接的时候，需要热熔，因为
一些不专业的公司在操作时，温度过高，
化掉的材料就会形成一个疙瘩，打个比
方说本来直径25毫米，结果安完了里面
只剩下5毫米了！”孙静说，这样一来根
本达不到供热效果了，她也提醒市民安
装暖气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厂家。
此次活动将持续5天，岛城主要供

暖企业都会走进半岛，接听您遇到的难
题。您有任何供热方面的问题想要咨
询，都可以拨打半岛供暖热线96663或
80889088。您可以通过半岛都市报官
方微博、微信留言，也可以登录半岛客
户端找记者栏目留言。我们将和热企一
同为您解决难题。希望通过这样的方
式，让您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只要一点温暖，我们就很感动
“半岛问暖热线96663”转办快速解决问题，八旬老翁致电答谢

□刘玉凡

11月 18日，岛城迎来风雨天气，
冬意渐浓，凛冬将至。半岛问暖热线
依然火热，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是一个
焦急的家庭，每一次答复都关系到小
家的冷暖。在这些电话中，有两个电
话在我们脑海中徘徊，一个来自耄耋
之年的老人，一个来自不愿具名的热
企一线员工。
“谢谢你们帮我家里提高的这一
点温度，让我感受到了青岛的温度。”
老人如是说，苍老的声音带着些许哽
咽。接到这个电话时，我的同事眼睛
湿润了。唯有真心贴近才能暖人心
窝，在这位八旬老人看来，半岛问暖
热线的一声关怀和问候，让他切身感
受到了温度，这种温度升腾开来，萦
绕在这座城市周围，又让老人感受到

了整个城市的温度。
“我们也有家庭，我们家里也有
老人，这些天实在是太忙太忙了！”这
是另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
疲惫，他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他说，
供热站上五个人已经全部派出去了，
他们不知道爬了多少楼层，走了多少
路，他们已经好久没回家了。这通电
话意味深长，一线工人的酸甜苦辣，
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亲历之人才能体
会。
在跟随一线工人采访时，除了他

们身上的污渍和手头的老茧，一些细
节常常引起我的注意，在海琴供热
站，站长张猛已经工作了 14年，满头
泛白的发丝让人很难相信，他今年刚
刚 32岁；在天泰新村供热站，高分贝
的设备轰鸣声让人“抓狂”，当我询问
31岁的供热站班长刘铭阳什么感受

时，他淡淡说了一句：“习惯了。”
……
在计划经济年代，供暖属于重要

的社会福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供
暖有众多利益主体，一头连着热企，
一头连着百姓。百姓心里自有一杆
秤，在直面百姓供暖的“最后一公里”
内，“张猛”“刘铭阳”们的表现决定了
百姓对供暖的评价，正是他们的不眠
不休，换来了每个小家的温暖；正是
他们的坚守和付出，换来了老旧小区
的涅槃重生。
从表面看，八旬老人的电话和这位

匿名工人的电话风马牛不相及，可拿起
放大镜由表及里，老人的感慨和一线工
人的“吐槽”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勾勒
出的是这个供暖季的群像。
唯有温度，才是凛冬的薪火。唯有

温度，才能带来如此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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