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2014年10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尹海涛 美编/组版：于蕾今 日 烟 台 <<<< C09

本本报报进进社社区区为为市市民民免免费费测测血血压压
被测量者多以老年人为主，四成存在血压异常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王敏 柳斌) 全国高血压日
刚过，12日本报社区帮办服务
队来到四眼桥社区为居民免
费测量血压，并接受市民咨
询，其中近半测量者血压存在
异常，而且高血压不规范用药
问题也普遍存在。

“医生说我是高血压，但
是我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有时
候低得吓人。”年逾八旬的林
老太为了向医生询问血压问
题，12日一早就来到了现场。

活动开始后，烟台五合慢
性病医院的医生为林老太进
行了测量，发现老人只是血压
高，没有血压大幅升降的情
况。在现场，医生们为居民们
测量了血压、血型，并对心血
管类慢性疾病进行了解答。一
个半小时共有47位市民进行
了血压测量，其中19位血压存
在异常，占测量人数四成。在
此次血压检测中，多数为中老

年人。
“平时一直吃降压药，刚

两天不吃就升上来了。”现场
居民张先生测量完说，他今年
6 0周岁，前两年就开始血压
高，一直在吃降压药，吃了药
比较管用，所以就间间歇歇地
吃。

当天的医疗咨询中，像张
先生不规范用药的中老年人
不在少数，有的吃药时断时
续，有的吃药不按时。

据现场中医心血管专家
崔玮玲介绍，高血压是无法彻
底治愈的病症，只能终生服药
控制。

“要按照医生叮嘱的量吃
药，千万不要擅自增减药量。
要真觉得自己血压控制得不
错，去医院问问医生，然后再
确定用药量。”崔玮玲说，很多
高血压患者在吃药上存在误
区，一旦血压上来了，很容易
出现并发症。

楼下搭小棚

二楼变“一楼”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王
敏 ) 在本报帮办进社区活动中，
82岁的林先生说，他住在南迎祥
路33号楼二楼，这个楼层本应住
着非常舒心，可林老爷子这几年
却总在为一件事发愁：楼下小棚
搭到窗，他家的二楼变成“一楼”
了。

“楼下的小棚搭到一楼的窗
了，我觉得挺不安全的，但是这
事儿老长时间了也没解决。”1 2

日，在本报帮办进社区活动现
场，家住南迎祥路的林老爷子反
映，他遇到了这么桩难心事。

记者跟着老人来到他的住
处，从阳台往下一看，底下是一
间水泥加铁板、木板搭建的简易
板房，顶棚搭在了一楼的窗户
上。由于这里比旁边的南迎祥路
低，从路边一眼看去，林老爷子
家的二楼像是一楼。

“这是一楼的房子，房东常
年不在这儿。楼下现在住的是个
男的，听说有工作，不时往回捡
些塑料瓶子堆在楼底下。”林老
爷子说，这里是开放式小区，他
担心有偷盗问题，而且也有火灾
隐患。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
芝罘区消防大队，消防人员将问
题作了登记，称13日将派人到现
场查看。

“楼上10户，去年5户要求
供暖却仍然加收20%取暖费。”
近日，家住泰安路8号的姜先
生致电本报“问暖热线”咨询
多交的取暖费是否合理。

家住莱山区迟家的姜先
生说，他所在的居民楼内一梯
两户，共有5楼，但顶楼带两个
阁楼，去年实际供暖用户为5

户，用暖比例达到50%，但每户
仍然加收20%的取暖费，不知
这种情况是否合理。

“阁楼和五楼是一家，这
样能算两户么？”姜先生称，不
应当把阁楼算在供暖户数中
从而使得整个单元因为需要
供暖的户数不到一定的比例

而多收取暖费。
记者从烟台市东昌热力

公司获悉，由于该单元两个阁
楼也有相应的供暖设施，并被
阁楼的户主隔开，这种情况下
应当把阁楼算到供暖户数当
中。

据了解，2011年10月12日，
市物价局《关于供暖价格有关
问题的补充通知》(烟价〔2011〕
103号)中明确规定，安装散热
设施的阁楼，以净层高超过
2 . 2米以上部分的建筑面积为
准，按居民住宅供热价格收取
暖气费。无散热设施的阁楼不
收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朱文朋

有供暖设施，阁楼也算一户

市民魏女士住在开发区
华电小区，她说，她所在的27

号楼二单元前段时间已经安
了热计量表，但是楼下一直没
有贴出供暖试压通知 ,咨询今
年能不能供暖。

魏女士说，她是2011年的
时候买的小区的二手房，但是
三个冬天过去了，一直就没有
暖气供应。

“整个小区都供上暖了，
就只有我们这个单元，旁边的
单元都是正常供暖。”魏女士
说，之前问过热力公司，回复
是因为入住率低，没有达到供
暖比例，但是前几天的时候热
力公司来小区统一安装了一

户一个的热计量表，有了表以
后是不是就可以按照自己家
的表走而不用考虑入住率这
个原因了。

对此，记者咨询了烟台开
发区热力总公司，一名客服人
员称，像魏女士家这种供不上
暖的原因就是因为入住率低，
达不到30%的最低供暖比例。

这名客服人员说，按照规
定，烟台市以后将逐渐推广
热计量表的使用，魏女士所
在的小区正好是前几天安装
的热计量表，但是现在供暖
的条件还是要看入住率以及
需暖率。

本报记者 朱文朋

安了热计量表，为啥还不能供暖

分分户户控控制制用用户户可可申申请请分分段段供供暖暖
因不同时间段热耗不同，有三种计费方式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元旦前后到孩子
家中帮忙看孩子，能否只用一
个月暖气”近日，家住万光花
园一期的胡先生致电本报“问
暖热线”咨询是否允许分段供
暖。记者从市区主要供暖公司
获悉，上供下回的老用户无法

采取分段供暖方式收费，而按
照物价局的相关规定，分户控
制的用户可申请分段计费。

胡先生说，家里是分户控
制的新系统，多年前听说过分
段计费的情况，不知道现在还
能不能申请。

记者获悉，按照物价局的
相关规定，因供暖期内气温变
化，热耗不同，用户在供暖期
间办理停、用热手续，热费将
按照实际用热天数，实行分段
计算。也就是说，分户控制的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分段
供暖。

11月16日至11月30日、次
年3月17日至3月31日，每日热

费按供热期日平均热费的80%

计算；12月1日至次年1月8日、
2月8日至3月16日，每日热费
按供热期日平均热费计算；1

月9日至2月7日，每日热费按
供热期日平均热费的120%计
算。供热期日平均热费=供热
期热费标准÷供热期天数。

具体操作时，用户应先足
额交纳供热期热费，申请办理
停热手续后，供热企业将按实
际供热天数结算供热费，余额
同时退还用户。

记者从市区主要供热公
司获悉，上供下回的老用户因
注水试压后管道内存水无法
完成拆片等原因，无法采取分

段供暖方式收费。
目前华阳热电和清泉热

电等供热范围内支持分户控
制用户分段供暖。但考虑到实
际情况，多数供暖公司只支持
供暖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分段
供暖，不支持“掐头去尾”分段
供暖。即可在11月16日正式供
暖后的一段时间和来年3月16

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分段供
暖。

但也有部分供热公司只
允许中途开通而不准提前报
名。记者从东昌供热公司客服
中心获悉，今冬分户控制的供
暖用户只能“一供到底”，但可
以中间开通。

家电维修活动，受市民青睐

12日，本报社区帮办家
电维修活动依然火爆，有市
民开车拉来洗衣机求助帮
办志愿者，负责家电维修的
于师傅几分钟搞定。

市民李老太和朋友开
车来到活动现场，从车上搬
下一个洗衣机，原来是李老
太朋友家的洗衣机坏了，找

人修了一次也没有修好。
经过社区帮办负责家

电 维 修 的 于 师 傅 检 查 ，确
定是甩干机定时器出了问
题 ，但 是 定 时 器 维 修 起 来
非 常 困 难 ，经 过 和 李 老 太
及 朋 友 沟 通 ，于 师 傅 将 定
时 器 直 接 忽 略 ，把 原 来 的
线路进行改接。

“虽然不能定时了，但
是并不妨碍使用。”李老太
的朋友很高兴。经过现场试
验，甩干机运转良好。

市民孙女士家的太阳
能手电筒修好后，双手作揖
赶忙向于师傅表示感谢。孙
女士说，太阳能手电筒是前
几年买太阳能热水器送的，

用着很顺手也很珍惜，前段
时间不小心摔坏了。

在历次进社区活动中，
家电维修一直非常火爆，一
上午时间，还有石英钟和电
磁炉两个家电没来得及修，
于师傅打算把家电带回家
修理。

本报记者 柳斌

市民排队测量血压、血型。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相关链接

楼下就是搭到窗户的小棚和
堆放的废品，这让老人心里一直很
不安。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上了“年纪”的暖气片

要及时更换

随着各大供热公司开始
注水、试压，暖气片的寿命也
成了不少市民关心的问题。
目前关于暖气片的寿命没有
严格的规定，不同暖气片的
使用期限也不同，但为了安
全起见，家中使用十年以上
的暖气片应注意更换。

供热企业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暖气片使用年限过
长会出现腐蚀等现象，从而
导致漏水，会给自家和周围
邻居带来不便。为保障用暖
安全，家中使用十年以上的
暖气片应注意及时更换。

不要随便

给暖气片“穿衣”

采暖设施看上去硬邦邦
好似“无坚不摧”，但实际上
这些采暖设施金贵得很，装
修过程中常常在不经意间就
能造成对取暖设施的改动，
从而造成破坏。

随意加罩等给暖气片穿
“衣服”的行为会对热的传导、
对流以及辐射产生影响，从而
影响供热效果。此外，穿上“衣
服”后，很难及时发现暖气设
施故障，也不利于检查维修。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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