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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换热器现象

普遍存在

山城区的鲁先生刚在淇

滨区买了一套房子， 装修房

子时朋友告诉他， 一定要买

台换热器， 只要接上暖气管

道和自来水管道， 就能流出

热水。

“朋友说，很多居民家里

都装有这种换热器， 冬天洗

菜、 刷碗， 甚至洗澡都能用

上，非常实用。 ”鲁先生说，

“但朋友还告诉我，用换热器

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 虽然

很多人都在用， 但这种行为

是违反规定的。 ”

记者随机采访了 7 位市

民， 其中有两人表示没有或

是不知道家里是否能使用换

热器， 其他 5 人明确表示家

里使用了换热器。 对于这种

行为是否符合规定， 一市民

表示，自己仅用少量热水，不

会造成什么影响。“没听说谁

用换热器被罚。 ”

虽然邮筒渐渐“失宠”，但市邮政局的

工作人员表示，其功能不会消失。“虽然现

在进入了网络时代，但在普通信件逐渐减

少的同时，各种商业信函接踵而来，如代

收费、信用卡账单等信件连年上升。 商业

信函占到 80%以上，邮筒仍然担负着重要

责任。 另外，单位等群体成为主要的信件

投送群体。 且每逢节假日，邮筒收发的信

件就会有所增加。 ”

邮筒被冷落是不变的事实，市邮政局

的工作人员表示，一些邮筒也存在被破坏

的现象，比如在邮筒上张贴小广告、锁眼

被堵等。

但邮筒不会淡出人们的视线。随着时

代发展，邮筒的功能也将与时俱进。 邮政

部门也将推出更加个性化的明信片等，以

吸引更多人。

小小的邮筒，见证了不同时代的科学

技术发展。没有人愿意永远停留在只能用

书信方式进行交流的时代， 都渴望更新、

更快的交流沟通方式。但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不可或缺

的。邮筒作为曾经承担着情感交流不可或

缺的“绿色使者”，今后怎样才能让它再次

绽放光彩？ 怎样才能再次走入人们的视

线？ 怎样才能开发它的全新功能？ 需要我

们共同出谋划策。

加装换热器“蹭暖”，既违规又危险

“书信时代”渐行渐远 我市邮筒仅剩 3 5 只

□晨报记者 贾正威 见习记者 祁凯燕

又是一年供暖季，一种接在暖气管道上能蹭热水用的换热器再次在市场上走俏。 将这种换热器连接到暖气管道上，

接上自来水便可流出热水。 如此方便的“热水器”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许多居民家中都加装了这种“蹭暖”设备。 而供热部

门表示，这种行为不但影响正常供热效果，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根据《鹤壁市集中供热暂行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私自加装换热设施是

不允许的，违反此规定，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将责令限期改正， 加装者还要赔偿由

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淇滨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集中供热热量负荷是有限度的，居民

擅自加装换热器加热自来水后， 会消耗

暖气管道的热量。“一户使用不会有太大

影响，但如果大家都使用这种换热器，会对

整体供暖效果产生较大冲击。 ”

除了影响供暖效果，换热器还有一个相

当大的安全隐患。“暖气管道内的水压大于

自来水管道内的水压，容易造成换热器内部

铜管破裂，这种情况下，暖气用水就会倒流

至自来水管道中，对饮用水安全造成威胁。 ”

该工作人员说，“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一家的换热器内部管道破裂，造成整个

单元楼自来水污染。 ”

这名工作人员还说：

“虽然加装换热器‘蹭暖’

对整体供热产生了负面影

响， 但并没有相关规定禁

止市场上销售这种供暖设

备， 我们只能责令违规使

用换热器‘蹭暖’的家庭进

行整改。 ”

20日，记者来到位于淇滨区淇滨大道

西段的某建材市场附近，这里聚集着多家

供暖设备销售店，并且都有售换热器。 这

些换热器看上去和普通暖气片相似，价格

普遍在 500 元以上， 安装还需要另外加

钱，保修期多为两年。

在一家店内，看记者想要购买家用供

暖设备， 老板热情地向记者推销起换热

器：“散热器只能取暖，换热器既能取暖也

能供热水，安装在卫生间非常实用。 ”

“换热器左右两端各有两个接口。”这位

老板表示，右侧的接口是连接自来水管的进

水口和出水口，左侧的接口是用来连接家中

的暖气管道。“换热器内有一个铜管，自来水

从铜管中流过， 铜管外侧则是暖气用水，用

暖气的热量将自来水加热，水的温度能达到

60摄氏度以上，洗澡都没问题。 ”

记者随后又来到几家店铺，说起换热

器，店家都热情向记者讲解其用途。 当记

者问换热器是否允许使用时，店家大多表

示：“谁还能进家查看是否加装了换热

器？ ”对于产品质量，大多商家表示只要正

常使用，四五年不会出问题。 但有一位店

家老板则明确告诉记者，可能会出现管道

破裂问题。

一位从 2005 年开始从事供暖器材销

售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换热器早已出现

在我市， 从刚开始时的 30cm 小方盒到

60cm 的暖气片， 再到现在长达 120cm 的

换热器， 这种设备的体积不断在增大，销

量也一直不错。“较小的商店一年至少能

卖出 100 多台换热器，旺季甚至还得排队

等候安装。 ”

□晨报见习记者 陈艳艳 朱迪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通讯工具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用手写书信进行联络的日渐稀

少，取而代之的是电话、QQ、MSN、电子邮件、短信等新的沟通方式。“书信时代”渐行渐远，同时也失去了拥有“家书抵万

金”的真切情感。 如今，有多少人还在写信？ 有哪些人还在写信？ 11 月 20 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现状：

私人信件减少 商业函件增加

“目前还在写信的人，大多集中在学生、一

些因生意需要进行广告宣传的群体。 但总体来

说，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11月 20日上午，一

名已在邮局工作十多年的田姓邮递员告诉记

者， 相比 10 年前， 现在传统书信数量越来越

少。 这名邮递员告诉记者，她负责市委市政府

北门的一个邮筒。 虽然现在信件很少，但她每

天还是会按时打开两次邮筒， 分别是上午 11

时和下午 6时 30分。“一天多的时候也就七八

封信，有时甚至一封信都没有。 每天投递的信

件中，80%都是商业函件。 只有到了圣诞节、元

旦等节日，信件数量才会有所增加，但那大多

数是祝福明信片。

市邮政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我

市共有邮筒 35 只（包含淇县浚县），其中淇滨

区有 16只。

记者在淇滨区街头走访发现，邮筒已很少

能看到。“黎阳路、大伾路和市委市政府北门有

几个邮筒。 极少被关注已成为当下邮筒的常

态。 ”田姓邮递员对记者说。

虽然传统信件骤减，但信用卡账单、商业

函件等信件比重迅速上升，取代传统书信成为

邮筒主要业务。“虽然写信寄信的人越来越少，

但即便没有一封信，邮递员也会每天两次开箱

取信。 ”市邮政局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全市每天收到信件的数量，最多时有上

百封，一般情况下也就 20 多封，最少时一封也

没有。 且这些信件主要集中在商业信函上，私

人书信已很少见到。 ”市邮政局前台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记者在淇滨区街头随机采访了一

些市民，其中 90%的人表示很长时间没

有写信了，也没注意过街头邮筒是否存

在。 其中一位 89 岁的孟姓老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一脸惊讶：“写信？我差不多

有 40 年不写信了， 打个电话就把事情

办了。 ”

在采访中，当记者问起“平时是否还

写信”时，多数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表示，

一般采用电话、QQ、短信联系，有些市民

则称从未寄出过一封手写的书信。“要花

钱”、“速度慢”、“没必要”， 成为当下不写

书信的主要原因。

今年 25岁的韩姓女士说：“我上小学

时，在作文课上学过写信，此后则再没写

过一封信。 ”

“写一封挂号信比打电话还贵，速度

也慢，现在都讲究效率，打电话多方便。 ”

56 岁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无论从效率还

是精力上来说，在通讯发达的今天，通过

手写书信沟通显得很“落后”。

“书信时代虽然渐行渐远，但在偏远

的地方，或许还只能通过写信联系吧！”福

源小区一居民告诉记者。

尽管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但被采访的

多数市民表示， 偶尔收到信件会感到惊

喜。“去年元旦收到大学同学寄来的信件，

感觉很意外也很兴奋。很怀念高中时靠写

信和同学、朋友联系的日子，那是一段美

好的回忆。 ”在步行街西区逛街的常姓同

学告诉记者。

在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门口，记者随机

采访了一些学生。“字如其人，总的来说还

是很怀念写信时那种静静的感觉，很多奇

妙复杂的情感是其他通讯方式不能代替

的。 ”一马姓同学说。

一些接受采访的市民表示：“好想回

到过去美好的时光。 当贴好邮票，封好信

封，将书信投进邮筒的那一刻，感觉很奇

妙。 ”时过境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种

最为原始的交流方式更能寄托思念之情，

拨动心弦，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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