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摄 本报记者 吴利红 李天池

春节将至，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如何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春节，菜篮子供应是否充
足，安全性如何保障，成为哈尔滨市民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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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记者对时代广场周边进
行走访，位于冷山位置的中国银行
时代广场支行发出这样的声音：每
天早晨营业厅 7℃，中午 13.5℃，下
班时 13℃。负责人这样说：“此处
营业点不但处于冷山位置，也处于
风口位置，几经物业供暖单位修理，
也没有解决问题。”相邻的万达小区
高层，居民家普遍温度在 25℃ 上
下，但一楼门市有几户天天营业都
要开电暖器。

大庆市城管局供热主要负责人
说，虽然说企业已经开始按20℃标准
开始供暖，立法也在推进中，但目前
大庆市在推进供暖设施改造过程中
依然存在很多困难。“先不说热源问
题，对于新建小区来说提升2℃比较
容易实现，但老旧区域当初设计的保
温温度就是18℃，再进行温度调整有
很大困难，包括大庆新村、石油、石化
区域这种老小区多的地方，本身建筑
设计就有明显影响，这个比例占到
20%，一旦立法后就会是难题，但即便
这样，也是要求供暖企业想多种办
法，一户一策尽量实现再提升2℃。”

除了既有建筑结构问题，一些
居民不同意分户，也导致提温存在
困难。以当地热力集团宝博换热站
负责的67栋住宅为例，其中1-53号
居民楼是集中供暖，只有 54-67号
居民楼实现了分户供暖。生产组长
郝春野说，这需要一步步地做工
作。11日下午，他带领记者来到了
万宝小区 2-42号楼 5单元 102室，
住户是74岁的王福胜老人，他家属
于一楼冷山，以前家里一直不热，现
在自家温度计显示的室温为 22℃。

“我们来维修了几次，想了几种办法
解决问题，现在老人家里真的不冷
了，他也愿意随时和我们交流。”

在宝博换热站，郝春野带领记
者查看了具体参数。他告诉记者，
二级网实时进水温度为 55.8℃，回
水温度为 44.4℃，正常情况居民家
中都可以达到 20℃，有的顶楼能达
到24.5℃。

前路并不平坦
改变将持续发力

10日清晨，家住银府寓园小区 15单元
三楼的孔老汉说家里并不暖和。而住在 1
单元三楼的谢大娘却有不同感受：“小区去
年进行分户改造，我家积极报了名，现在室
温能达到 25℃。小区里有一些人家不肯进
行分户供暖，现在基本都后悔了，想补办手
续，但也得等到下个供暖季了。”

振富小区位于大庆市龙凤区，距离负责
供暖的振富供热公司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距
离。小区54岁居民韩钟亮说，过去几年家里
室温虽然达标了，但还是感觉有点儿冷。但
今年采暖期温度改变明显，白天最高温度已
经能达到24℃。

大庆市城管局供热科科长高庆说，过
去两年，大庆市对老旧小区进行供暖设施
分户改造，有三种类型居民错过了。“一种
情况是家住顶楼，享受到了既有管线先暖
和的福利；一种情况是新装修了房屋；还有
一种情况是长期拖欠热费的。”对此，大庆
市城管局也有对策，就是公告后管线绕行，
居民再申请分户将自担费用。

分户改造后
老旧小区室温升6℃□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2020年 10月，大庆市
供热管理部门第一次公布
了《大庆市城市供热条例
（征求意见稿）》，12月大庆
市司法局就此再次进行了
公开征求意见。这两次征
求意见行动，在这代表着
历时两个供暖季的升温尝
试有了结果，也代表着对
极寒地区传统供暖达标温
度将进行新的立法核定。

“我虽然住在老旧小
区，但这两年的冬天，家里
特别暖和。”9 日，在大庆
市龙凤区银府寓园小区，
70 岁的谢大娘说起供暖
的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容。今年，受寒潮影响，我
省冬季气温普遍偏低，
18℃供暖达标线也广受质
疑，但在大庆，多数居民对
供暖温度都表示认可，因
为管理部门在上一个供暖
季就将供暖达标线提升到
了20℃。

11日，记者从大庆市
热力集团了解到，相比于
两年前，供暖冷屋子报修
减少 5000件以上，供暖舒
适温度咨询减少 2000 件
以 上 ，供 暖 投 诉 只 有
0.005%。据该市供热办负
责人透露，大庆市新的供
暖达标室温 20℃，将在今
年 10 月正式成为立法条
款，居民室温低于此标准
的将分段退费，低于 14℃
的将全额退费。

高庆介绍，经过调研了
解居民对供暖的主要诉求
后，2019年大庆市开始号召
供暖企业将达标室温再提高
2℃，也就是由 18℃提高到
20℃，以便有更多居民家中
可以接近舒适室温，部分新
建小区能够达到舒适室温。
供热企业执行后，得到了用
户的积极反馈，所以 2020年
供暖季开始后，继续按这个
标准倡议，并计划将其加入
到《大庆市城市供热条例》
中。2020年10月31日，供热
主管部门首次向公众发布了
《大庆市城市供热条例（征求
意见稿）》，征求公众的意见，
第二轮 2021年 1月 12日，将
把首轮征集意见并修改后的
内容提交至大庆市司法局，
经审定后由司法局再次向公
众征集意见。计划3月31日
提交人大审议，进行第三轮
意见征集，人大审定通过后
正式立法，预计今年 10月份
新规定出台正式实施。

除了室温调整外，涉及
改动较大的还包括室温不达
标，将按比例退费：居民室温
低 于 20℃ ，高 于 18℃ ( 含
18℃ )的，按日退还用户日标
准热费的 30%；室温低于
18℃，高于 16℃ (含 16℃ )的，
按日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的
50%；室温低于14℃的，按日
退还用户日标准热费的
100%。视房屋情况加收或
减收热费：房改房的实际建
筑面积，由住建部门逐步重
新核定。未核定前，按原标
准交纳。居民用户，房屋室
内净高超过3.2米的，每超过
0.1米，可以加收基本热费，
具体加收标准，由价格主管
部门核算。

试行两个供暖季
10月正式立法

记者了解到，整个大庆市的供暖面积
有9364万平方米，主要由两家国有供暖企
业承担。其中，大庆市热力集团负责近
4100万平方米供暖面积，分布在东城；宝
石花（油田）热力公司负责 3400万平方米
供暖面积，分布在西城；华能和龙唐热力公
司负责1000万平方米供暖面积；其他小燃
煤企业负责300万平方米供暖面积。大庆
热力集团的宣传负责人姜龙说，虽然由此
企业会增加大笔开销，但供暖是民生焦点，
企业愿意配合政府号召，为家家都住上暖
屋子努力。

在大庆热力公司的厂区，副总工程师于
海介绍，大庆市热力集团主要热源来自油田
电厂，另外还有东城、庆北、高新三个自有热
源，同时还和其他企业签约合作，购买热源。

“起居室指标提高到20℃，企业是严格按照政
府要求来做的，实际供热参数则是按照
22℃± 2℃指标执行。往年标准是最低不低
于18℃度就可以，现在提高2℃，对于企业来
说热消耗提升7%，一平方米增加1元多成本，
要多花4000多万元。”

“即便这样，其实达标率也不是100%，
只能保证在 90%以上。企业负责 700万平
方米老城区供暖，系统运营 30到 40年了，
还会有用户达不到标准。”生产部门的尹升
告诉记者，和其他城市热源既发电又供热
不同，企业有的热源就是专职供热，所以自
己购买燃煤供暖的成本要比直接购买热水
气更贵。

室温提升2℃
企业愿掏4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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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记者在哈市道外区南十五道街的家家超
市卖肉专柜看到，来这里购买肉的市民，都首选新鲜
的鲜肉，而冻肉、羊肉片等都不受宠。一位销售牛羊
肉的店主说，现在卖的肉制品都是经过严格检疫的，
往年这个时候正是羊肉片、肥牛片等销售旺季，今年
不行，尤其这几天，市民都开始预购鲜肉了。一下子
购买了20斤新鲜牛羊肉的张先生说，这些日子疫情
形势严峻，一次多买点肉，能吃到春节最好，吃不到
春节，也可以少跑几趟超市这种人较多的地方。

12日，记者在新一百超市的冷鲜柜台看到，鱼
池内鲫鱼、鲤鱼、鳜鱼等品种的活鱼在游动。“从元
旦开始，不少市民来买活鱼，回家冷冻，等着过年
吃。”售货人员说。记者看到柜台上冷鲜的鱼虾，市
民极少问及，有不少市民甚至绕开冷鲜柜台走。

在道里区友谊路上的哈达农贸市场，有不少
市民到这里购买海鲜产品。市场内的活鱼活虾等
活海鲜产品很受欢迎。

12日，在哈尔信中央商城店的冷冻食品区，
记者看到柜台上摆放着一次性手套、酒精和免洗
洗手液，顾客在购买时可以佩戴一次性手套进行
挑选，避免直接接触冷冻产品，购买后还可以用洗
手液进行消毒。

哈尔信中央商城店相关负责人丁涛说，进入
本超市的冷链产品都是有“身份证”的，经过严格
的检验检疫和消杀，并且随时追溯。

道里菜市场总经理孙书才介绍，市场内销售
的蔬菜都由专门蔬菜供应基地供应，都是可追溯
的，农产品质检报告和采购清单等手续都齐全；肉
类厂家都是由北大荒、肉联、大庄园等厂家供货，
也都是可追溯的。“所有货物都有来货票据和质检
证明。”孙书才说，目前市场内只有一款进口冷链
产品，按政府规定已经做了登记，产品有消杀记
录、核酸检测证明、海关报关单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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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记者李天池 电话：1321293663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 吴利红）
2020 年 12 月 30 日，本版发表《“欠
的工钱，我们该向谁要”》等连续报
道，报道反映一企业在勃利县双河
镇中和村施工过程中，因企业被注
销拖欠农民工工资。勃利县委县
政府就此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处理此事，由县委副书记负责督
办。

据介绍，勃利县发改局、人社局
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进村入户调查、
疏理、取证、核实。经过单方面核
查，县劳动监察大队最终认定，其中
四笔3.35万元为施工方拖欠的农民
工工资。县发改局和人社局采取现
场办公、特事特办、先行垫资的方
式，发放施工方所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截至本月 7日 17时，已将全部
四笔3.35万元欠款通过农民工本人
微信或委托代理人微信发放到农民
工手中。

对于企业拖欠的机械费、住宿
及饭费等非农民工工资费用，涉及
到农民的，核实后将给予垫付。对
于拖欠的材料款，将开展法律服务，
帮助企业进行追缴，挽回企业经济
损失。

11 日，勃利县召开了“全县根
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
议”，要求全县各部门、乡镇在春节
之前全面认真梳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情况，解决问题，支付工资，坚决不
再出现此类事件，切实维护农民工
的根本利益。

勃利县中和村农民工
欠薪解决了

3.35万元
已到位

本版微信公众号
欢迎扫码关注

12日，记者在哈尔信中央商城店里看到生
鲜水果、方便食品等货物充足，市民在有序购
买。丁涛说：“今年顾客消费趋势有明显的变
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很多人来店里就是购
买年货，比以往提前一个月，就是想避开年前大
量聚集采购高峰。此外，很多人也准备礼品提
前看望亲友父母，春节期间就避免聚集、聚餐
了。”

丁涛表示，根据去年的经验，米、面、粮、油、
蔬菜等民生必备品、方便食品、冷冻食品等，店
里都做了大量储备，能够保证民生供给。“我们
还根据去年疫情期间的经验，已开始着手梳理
去年市民线上订单情况，针对疫情，制定了供货
以及销售预案，可以随时做到线上下单，线下派
送，丰富市民的餐桌。”

11日，记者在道里菜市场看到，市场内部
井然有序，各个摊位货品准备充足。孙书才告
诉记者，针对即将到来的春节，为了保证产品供
应多样性，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和放心菜，他们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在货源组织上，从源头和生
产厂家采购了大量货源作为储备。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都是订单式采购，商家提前把供货款
打给厂家，厂家可随时根据需求送货，既保证了
产品的新鲜度，又保证了货源的充足。

“我们根据以往销售量，来制定今年春节生
鲜、肉灌制品等品类储备。在物价方面则严格
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严控加价率，让百姓吃上
平价菜。”孙书才说。

12日晚，记者在大润发道外区太古街店看
到货架上摆满了米、面、油、鸡蛋等商品，很多市
民采购多以米、面、豆油、方便面等为主，市民李
先生说：“货物这么充足，我们一点不担心供应
不足。”

记者采访时发现，面对疫情形势的严峻，一些商
场严把防控关口，但还有商场的管理处于松懈状态。
在道外南十六道街上的一家超市门前，虽然也立着二
维码，可是没有工作人员监管，市民进入超市随意，有
的市民甚至口罩戴在鼻子下面就进入商场。在新一
百超市收银台，交款的顾客也没有按照一米距离隔
开，而是站得比较紧密。

12日，进入中央商城的百姓，必须扫码、测温、戴
口罩，才能进入商场内部。商场在门口还准备了免费
口罩，发放给需要的顾客。中央商城质管部负责人郑
冠琳说：“这样是为了把好进门第一关。如果顾客发
现异常情况，我们先将其隔离到门口，再送往专门隔
离间，第一时间给道里区疾控中心和社区打电话上
报。”

与此同时，该商场还对其内部如扶梯、公共卫生
间等公共区域进行统一消杀，每三个小时一次，专柜
则每两个小时消杀一次，柜台和门口配备了消毒洗手
液和酒精，以方便顾客随时取用。在商场内部的收款
台，不但设置了 1米线，更有专人维持秩序。

道里菜市场规定，市场内所有柜台每天要对设备
消杀 2至 3次，柜台员工操作都严格按照防疫标准流
程进行，如佩戴口罩和手套等，菜市场内部每小时消
杀一次，顾客进门扫码、测温、戴口罩，否则不允许进
入。

记者在走访道里区、道外区等部分大型超市和小
型超市时发现，商家对市民戴口罩要求的比较严格，
但是扫码、测温等管理还是比较“宽松”。医疗专家建
议市民，尽量减少去人员密集场所的次数，出门时一
定戴好口罩，交款、排队购物时，最好保持一米以上的
距离。

家里室温超过22℃，居民很高兴。

市民在超市选购鲜肉市民在超市选购鲜肉。。

换热站工作人员查看进回水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