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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前，灾区群众住进 房子

□孙健 本报记者 韩波

10月 15日，天气骤冷，尚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
村90岁独居老人孙秀英在新建房里，几把柴火就烧
热了火炕。屋外秋阳正好，屋内暖意融融。“原来的
泥草房被水淹了，都是乡镇和村里帮我张罗，这么
短的时间就住进新房，真是暖到了心坎儿里！”孙秀
英难掩喜悦。

截至 10 月 10 日，尚志市因灾受损新建及维
修房屋全部完成。记者在受灾较重的老街基乡
看到，新建房交工后，有的村民已经搬进居住，有
的忙着进行简单的装修。入冬前，受灾群众都能
住进暖屋子。

走进老街基乡龙王庙村村民李殿友家的新建
房，卧室整洁干净，厨房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过冬吃
的酸菜腌了满满一大缸。“以前住的是 96平方米的
泥草房，被水淹后就塌了。新盖的房子有 126平方
米，隔出来的仓库，正好存放刚收割的水稻，还能放
农机具。”李殿友说。

“重新修复的房子，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还加装
了锅台式锅炉，可以烧火墙火炕取暖，也可以烧锅
炉供暖，还特别安装了上下水。”走进龙王庙村村民
杨春贵家，装饰一新的宽敞住房洁净明亮。借着这
次修缮机会，杨春贵家中全部换新。房间重新粉
刷，新铺的地砖整洁明亮，新衣柜、新家具一应俱
全，灾后积满污泥、间墙开裂的老屋绽放了新颜。

火墙锅炉都可取暖

□文/摄 本报记者 韩波

“新房装上了地暖，安上了电锅炉，室内也有卫生间
了，洗澡有热水器，洗手有冷热水，这‘配置’全面升级，日
子更有奔头了！”走进五常市常堡乡常堡村新立屯村民刘
秀家的新建房，扑面而来的暖意令人舒适。65岁的刘秀
滔滔不绝细数新房的好处，喜上眉梢。

刘秀家坐落在新立屯东头儿，一进村就能看见这栋
蓝色房顶、象牙白墙体的新房。明媚阳光下，整栋新房显
得非常漂亮。沿村路前行，可以不断看到灾后重建的新
房伫立在道路两侧，格外抢眼。“新立屯灾后重建的房屋
一共14栋，已全部交工，各家正在陆续装修进户。”新立
屯负责人王君说。

记者在村民柳勇勋的新房里看到，室内正在做简单
装修，很快就能入住了。年近80的柳勇勋特别满意新房
里的新设施。他说：“新房有室内卫生间和上下水了，对
我们老两口来说，太方便了。孩子在外地打工，都是村屯
干部帮忙盖的房，还铺上了地暖，这个房子住着太舒心
了！”

“我们在新房设计建设过程中，根据村民需求，规划
建设了农机存放区、家禽畜牧养殖区等多个功能区，配建
了地热管线、上下水、电力等基础设施，让村民不仅住进
暖屋子，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常堡乡乡长张红雷说。

“政府给了补贴，我们自己再添点钱，新房有80多平
方米呢。”刘秀的儿子赫国明告诉记者，现在用煤、用电、
用柴火都可以取暖，房子四面墙和房顶都用了保温板。
等忙完秋收，再把室内卫生间做成干湿分离的，让老人生
活得更舒适。

新房装了地暖，安了电锅炉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张雪地

14日，在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东胜村，52岁的
赵荣霞激动地在屋里屋外忙乎着说道：“新炕真暖和，
稍微忙乎一下就出汗了。”

赵荣霞的新家总共48平方米，蓝色的房盖下是砖
瓦结构的房屋，外面刷着灰色的水泥。两侧塑钢窗户
透亮，照得屋子里亮堂堂的。推开红色的入户门，正
中间炉灶紧挨着大炕一直通铺到墙根，赵荣霞正在点
火烧炕，屋子里暖洋洋的。

“这边我打算打一个软隔断，里面放橱柜，对面有
下水，可以安装洗衣机。”看着刚刚修建好的房子，赵
荣霞很满足，“我家以前是土坯房，没有经济能力维
修，前一阵子连着下雨，一面墙塌了，多亏村里李书记
帮我们上报给政府，拨款给我们修了新房。眼看房子
一点点盖好了，我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赵荣霞家重新盖好的新房。 本报记者 张雪地摄

新炕真暖和

□王天驰 战阳 李佳晨 崔栋博 肖倞儇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东京城林区

“这次山洪造成林场172户房屋被冲毁，103户严重损毁，水毁
农田道路34公里、自有公路13.15公里。”龙江森工东京城局公司尔
站经营所党支部书记刘金福介绍说，目前，按照相关政策，在尊重
居民意愿的情况下，对受灾房屋进行了拆除、修复或重建，选择留
下的房子，我们已经对外墙进行了粉刷，选择重建的都按照自家意
愿进行重建，可以修缮的房屋我们也在加紧对房屋进行修复。

离尔站经营所4公里外的抚育站经营所，高桂芝一家最近一个
多月一直住在集团提供的移动安置房里，现正准备搬进新家，着手
打水井，备秋菜。

记者日前走进龙江森工东京城局公司尔站经营所受灾群众苏
美霞家时，一股暖意扑面而来。苏美霞的新家53平方米，房间收拾
得干净整洁，这是苏美霞受灾后在尔站经营所购买的。记者注意
到，墙上的温度计显示23℃，高于供热标准。

大海林林区

龙江森工大海林局公司七峰林场受灾居民孙萍的家，院子干
净整洁，屋内窗明几净。孙萍居住的是平房，房屋一定程度受损。
为确保像孙萍一样的受灾群众温暖过冬，七峰林场组织车辆和人
员帮助居民到山下局址拉水泥、沙子和白灰，帮他们维修房屋、搭
建新炕、粉刷墙面。

孙萍开心地告诉记者：“感谢龙江森工集团，帮我们重建家园，
生活物资发放很及时，今天又给我们发了棉衣、棉鞋。家里的烧柴
也储备充足，过冬不愁了！”

山河屯林区

走进曙光林场，职工胡大娘一边晾晒衣物、一边对记者说：“虽
然洪水把我的家冲毁了，但林场党员干部时刻关心、照顾我的衣食
住行，及时为我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难题。”

截至目前，龙江森工山河屯局公司已完成涉及 9个林场的 58
户无房户的全部安置工作，并采取林场帮、自己干等多种形式，带
领房屋倒塌和房屋严重损坏的居民齐心合力生产自救，在原址新
建房屋15户、维修房屋1844户。

“我们林场的10栋移动彩钢板房主体已经拼装完成，现在外保
温已经做完，这种板房不仅安全牢固，而且防潮防寒，还安装了地
暖，过冬肯定没问题。”山河屯局公司大河身经营所工会主席刘璐
表示。

外保温、地暖
一应俱全

□文/摄 本报记者 王志强

延寿县延寿镇城东村临河胡同有一处新建的民
房格外显眼，红顶黄墙窗明院净。连日来，孙景全家
里正在安装暖气，争取赶在上冻前能够住进新房子。

孙景全的侄子是个专业的水暖工，只见他正熟
练地用无齿锯切割着管线，经过测量、打孔、热熔等
工序，将管线和新型暖气连接在一起。“这块儿是水
池，洗菜就在这儿。这是土锅炉的上水管。这根管
安装热水器，那根管连接洗衣机……”孙景全向记者
热情地介绍厨房和卫生间的布置。

暖气、热水器
全配齐

今年8月，受强降雨影响，我
省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房
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牵挂洪涝灾害地区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和受灾群众的生
活保障问题，并在黑龙江考察时指
出，东北冬季来得早、时间长，要确
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10月
20日，我省冬季供暖期全面开启，
灾区房屋修建得怎么样了？供暖
设备能否正常运转？过冬燃料是
否有保障？近日，本报记者再次深
入灾区采访，今天集中推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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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全家的新房用上自来水。

孙景全家的新房。

受灾林场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李健摄

屋里卫生间安上了热水器，可以洗热水澡了。

新房建得格外漂亮。

村民李殿友的母亲直夸新房好。
本报记者 韩波摄

村民杨春贵灾后修复房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韩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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