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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这栋楼自从交给威立雅供暖后，就没有热乎
过。我年年投诉，威立雅来测温就说达标，然后就
能感觉供热管线开始发烫，过两天又不行了。到
底是大家的温度计不准，还是供暖公司的测温仪
有问题？”5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星学府小区D
栋居民这样投诉。

18时许，记者来到该小区D栋2单元，从二楼
一直询问到七楼，居民都表示家里很冷。201室
的董女士说，家里客厅 18℃多一点儿，东向卧室
16℃左右，得穿毛衣毛裤。“我曾多次拨打供暖公
司的服务电话，但人工服务总是占线状态。”据介
绍，该单元301室居民年龄较大，已经被冻得前往
南方“猫冬”。401室的居民表示，家里太冷，每天
都要穿得厚实些出门逛逛。

702 室居民说：“我家客厅也是 18℃多一点
儿，东向卧室 16℃多一点儿。我年年投诉，来测
温的工作人员就说达标，达标怎么会冻人？刚刚
供暖公司的人又来了，一进门掏表就是 21℃，客
厅21.3℃，卧室也是21℃。到底是我的表不准，还
是他的表有问题？”这位居民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
业主群里，结果不少居民都有这样的质疑。

记者进入几户居民家中，感觉供热管线温度
还可以，但室温确实不高。“是不是楼体保温功能
问题？”面对记者的询问，居民们说，这栋楼建于
20年前，质量还获得过奖项，不存在封闭不好的
问题。

20时许，记者拨通了威立雅供暖投诉电话，
得到这样的答复：该小区有四栋楼，D栋是老居民
楼，没有进行分户供暖，所以一冷就是一个单元，
维修人员到楼上放放跑风就好了；公司的测温仪
是经过质监部门检测的，测温不会出现问题。

D栋一单元的一位居民说，她家在小区高层
也有住房，那里的温度超过23℃。“一个小区两个
温度，一样的供暖费，谁能满意？一块表测自己两
边家的室温，高的就对了，低的就错了？”据她介
绍，D栋前些年由其他单位供暖时，温度都是比较
高的，超过20℃。

6日 14时许，威立雅供暖公司工作人员来到
D栋 2单元 201室测温，东向卧室床尾 15.6℃，工
作人员解释说：“这边靠走廊，是冷山，不算。”床头
位置靠厨房是17.5℃，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回去要
向领导汇报。该户主董女士说，这个数值基本准
确。

我测16℃你测就21℃

居民质疑
威立雅测温仪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有读者反映，在哈尔滨市
道外区八区街上，经常有一辆
大货车配货、卸货，形成道路安
全隐患。近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停在八区街上的这辆货车
长 20米左右，上面载满各种货
物，占去一条机动车道；而前来
拉货的小型车和卸货的叉车就
停放在货车旁边，阻挡了其他
车辆通行，对交通造成了严重
影响，几名交警在现场进行处
罚。

据了解，交警部门曾多次
对这里乱停车进行取缔，但是
却无法根治这一现象。

占机动车道
空车配货
多次处罚
仍未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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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供暖关注

记者前往道外区南马路与南极街
周边塑料制品集中批发地进行了采
访，南和街两侧共分布了 20多家塑料
袋制品商铺，记者询问了 12家，营业
人员均表示目前还没有可降解塑料制
品的现货出售。位于南马路和南和街
交口的一家塑料袋批发商说：“目前哈
尔滨地产塑料袋基本都是不可降解
的，如果要可降解必须提前预定，大约
15天能拿到成品，要现货肯定困难，
而且后期原材料需求量增加，现货生

产周期还要延长。”另外还有 3家的营
业人员表示，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知道
开始要使用可降解产品了，大约两个
月以后能有现货销售。

“可降解的塑料袋价格要翻几倍，
到时具体市场需求量有多少也是未知
数。”一位批发商表示，早市、小型商场
需求量受影响会最大，消耗量可能要
下降 40%，所以现在很多加工厂还都
处于观望状态，基本都是订货制，不会
提前储备原材料。

民声记者吴利红 电话：13936392622

为您解困，就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文/本报记者 吴利红 李天池 苏强 史天一 摄/本报记者 苏强

从2021年1月起，国内多地开始执行“最严限塑令”，包括商场、超市、药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商品展
销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
管等。1月3日至5日，记者对哈尔滨各大商场、超市进行了走访，发现可降解材料制品很少见，批发市场相关产品也处于缺货
状态。有商家表示使用降解材料或者纸袋后，价格上会翻几倍。届时面对“高价”产品，消费者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市民董女士 3日在大润发超市衡山
路店购物时发现，塑料购物袋价格涨了。

“原来超市中号塑料购物袋价格在 0.2—
0.3元/个，现在是 0.5元/个。”她说：“据超
市收银员说现在限塑，提供的购物袋都是
可降解的，涨价一方面考虑成本，另一方
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带购物袋。”

4日，在松北区松浦大道观江国际购
物中心的家得乐超市，记者看到这里
的中号塑料购物袋价格在 0.2元/个，
塑料袋上印着可回收标识，还印着

“为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请多次使
用，废弃后建议回收再利用”字样，收

银员告诉记者：“并不知道塑料袋
是否能够降解。”此外，记者还注
意到，超市内一些散装的水果生
鲜外包装袋还是和以往一样的塑
料袋。

在该购物中心的瑞幸咖
啡店，记者注意到，这里提供
的外包装袋和吸管都是纸质

的，店员表示：“这些都是可降解的，非常
环保。”

记者在道外南十五道街一家药店中
了解到,药店从今年 1月 1日开始不提供
一次性普通塑料袋,提供具有环保性质的
塑料袋。我们都是按要求为消费者提供
符合相关标准的塑料袋。

记者在道外一家“一手店”购买
熟食,服务员提供的塑料袋外面印有

“为了保护环境，鼓励塑料购物袋多
次使用，废弃后建议回收再利用”的
字样。在这里购买食品的顾客，基
本都由商家提供这样的塑料
袋。记者了解到，这种塑料袋是
不可降解的。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一些大
型连锁超市、知名快餐连锁企
业已经开始使用可降解产
品，原来塑料袋包装均已换
成纸袋包装，同时吸管也都
是纸质。

民生 聚 焦

最严限塑令来了最严限塑令来了
哈尔滨准备好了吗哈尔滨准备好了吗

可降解塑料袋不多见
业户怕使用后
影响生意

批发市场少见可降解塑料制品 需要特别定制

记者从我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我
省制定塑料污染治理重点任务时间
表，按此表，到 2022年底，全省地级以
上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等场
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
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县
城建成区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全省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的
书店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县
城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
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全
省范围星级宾馆不再主动提供一
次性塑料用品 ,可通过设置自助购
买机、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
提供相关服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上了岁
数的老年人购物时会带着一个布袋或
者纸兜，买完的东西也直接放在里
面。记者随机询问了一名拿着布袋的
老大爷，他告诉记者，这种布袋既能装
还能循环利用，最主要的是结实又省
钱，超市的塑料袋偶尔会损坏。记者
提出“降塑令”的实施，老大爷点赞道：

“这样好啊，虽然价格贵点，但是却结
实、耐用、环保，应该能受欢迎。”

记者走访中发现，市民对布袋
的认可度相对较高，对于纸袋装蔬

菜或者水果不太认可，觉得还是不
方便。另外也有少部分市民表示，
不会在意可降解塑料制品价格，哪
个方便用哪个。

一家大型超市负责人表示，希望
哈尔滨本地的时间表能尽快出台，一
方面给商家重新选品的时间，也给消
费者适应的时间。“一个塑料袋五六毛
钱，顾客肯定会觉得贵，所以我们也在
找能够重复利用的替代品，可目前市
场上能够选择的种类还比较少，需要
上游供货商先动起来。”

市民商家建议尽快推出时间表

2022年底全省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停用相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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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罚。

红星学府小区D栋一居民家测温15.6℃。

多 数 商 家 还 在 使 用
不可降解塑料包装。

大型连锁超市
可降解塑料袋纸袋已上架

4日，记者来到哈尔滨市道里区一
家大型超市。在米面柜台前一位售货人
员用塑料袋为顾客装小米。记者问其塑
料袋是不是可降解的环保塑料袋，得到
的回答是，这是一直在使用的普通塑料
袋，没有人要求他们进行更换。这名售
货员还说，听说过南方一些地区都已经
更换了可降解塑料袋，而哈尔滨只有几
个大超市执行了这一做法。

在道里菜市场内，记者分别向卖肉
专柜和水果专柜的两名售货人员进行询
问，得到的回答是所有塑料袋依旧是以
前一直使用的普通品种，市场管理员并
没有要求他们更换可降解塑料袋。在道
里区田地街与地段街上的一个小超市
内，经营者说，用的就是普通塑料袋。

4日上午，另外一组记者来到哈尔
滨市道外区太平大街的老太平超市，在
超市收银台上，记者看到摆放了大量的
白色塑料袋，上面印着老太平超市字
样，塑料袋上并没有环保字样。记者问
收银员：“咱们没有其他的袋子吗？”“没
有，就这一种袋子，小的两毛，大的三
毛。”收银员回答道。“一直都是这种袋
子吗？不是说现在要限制塑料袋，准备
换更环保的袋子吗？”记者又问道。“没听
说。”收银员说。

在道外南十五道街的家家超市，业
户们提供的多为一次性塑料购物袋。一
位消费者购买熟食后，向业主询问是否
能提供环保塑料袋时，被告知没有。

在道外十六道街上，有多家小型卖
菜的业户。记者走访几家业户，均没有
发现使用可降解的塑料购物袋，业户给
买菜的市民装菜所用的都是白色的一
次性塑料袋。这些业户的一次性塑料
袋多为不可降解，基本都是从流动卖
塑料袋的商贩那里购买的，有的塑料
袋还有刺鼻的味道。“如果市民买菜再
让人家买环保塑料袋，肯定有很多市民
不愿意，会影响生意的。”一位卖猪肉的
业户说。

□本报记者 杨桂华

“屋里是真的冷啊！”“屋里越来越冷了！”“这屋子
真待不住人了！”今天一大早，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江街
28号小区居民群里炸了锅，家住三楼的居民李女士看
了看窗角结上的厚厚冰层，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表，
室内温度只有 16℃上下，不禁叹气：这个“三九天”不
好过！1月 8日，“三九”第一天，昨天深夜哈市市区最
低气温已降至零下30℃上下。

俗话说“三九四九棒打不走”，可这个小区的居民
却被供暖这只“冰棒”“打”得四处奔走。龙江街 28号
小区是老旧板式高层建筑，南北朝向，由于年代久，居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老年人。记者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
老者拄着拐杖在一楼大厅溜达。他说，屋里也不暖和，
不如在楼下走走。

六楼业主跃叔的屋子朝向西北，今冬供暖以来一
直在18℃上下，比往年都冷。他打了供热公司的维修
电话和投诉电话，问题都没得到解决。最近一周，他又
认准了市长热线，每天都打，还号召群里的邻居们都
打，认为人多反映问题就有望解决。今早他又拨打了
市长热线，上午10点左右，终于盼来了《哈尔滨市市长
热线》短信答复：您反映的室温低问题已交办责任单位
办理，请等待。他的心又凉了半截。

三楼的李女士上班后就拨打金山堡供热公司的投
诉电话，打了几遍都无人接听。她又拨打了供热站负
责人的电话，对方关机，只好再拨打维修电话。李女士
告诉记者，这个电话虽然接通了，却把她气得“肺炸”，
她电话里刚说了两句，对方就极不耐烦地打断她：“你
家暖气不温乎吗？给你加点气儿不就完了吗？”没等李
女士答话，对方就挂断了电话。李女士说，这一冬天因
为供暖问题，她多次找供热公司，始终没人来解决，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五楼的业主王先生房子朝向南面，虽然每天中午
的光照可以提高一点室内的温度，但也就是 18℃上
下，今早特别冷。他感觉今冬整体供暖都不好，供暖公
司把政府制定的18℃供热标准拿捏得死死的，任凭老
百姓怎么找也没用。他今天上午又打了供热站负责人
的电话，对方干脆关机。

三九天，屋里冷了，别让百姓的心也冷了！

室外零下30℃，室内不足18℃

多方投诉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