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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楼下蹭余热 在家不觉冷
律师：“蹭暖族”有悖社会情理

一场大雪让不少市民甚是欣
喜，堆雪人、打雪仗、拍照传朋友
圈留下美好的记忆，尽管大雪让
我市中小学放了假，但不少孩子
却被困在家中做作业。

“好不容易盼来下雪，为什么
不让我出去玩会儿？”25日一早，
小嘉琪就跟妈妈理论起来，看到
妈妈坚决反对，小嘉委屈地哭了
起来，经过爷爷奶奶求情，小嘉琪
终于可以出去玩雪了。不过对于
她而言，这个雪天并没有多少趣
味，小区的空地上只有几名高中
生在玩耍。

“下雪了！我兴奋地奔到楼
下，堆起雪人，我把一团雪在雪地
上滚过来滚过去，滚成了一个大
雪球……”这是一个三年级孩子
默默的作文，而当记者询问他堆
的雪人在哪儿时，孩子支支吾吾
地告诉记者，因为妈妈不让他出
门，只能看着作文选抄了。记者
在默默所居住的小区走访时发
现，几乎每栋楼的窗户上都趴着
孩子，他们有的张望，有的拿着手
机拍照片，有的打开窗户伸出手
探头探脑。尽管所有的孩子都表
示喜欢雪，特别想出去玩，但只有
一个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玩了
雪。随后，记者走访了锦泰华府、
东花园社区等多个小区发现，各
小区内在外面玩的孩子都不多，
倒是一些年轻人玩得不亦乐乎。

“昨天，我看见小区里有不少
孩子在雪地里打滚玩耍，看着小
区里其他孩子们兴奋地欢呼雀
跃，再看看自己孩子期盼的眼神，
着实有些不忍，原本打算今天带
着孩子下去玩的，可早上买早点
的时候，听说小区里有孩子因为
玩雪受伤了，一听说这事，即便再

不忍看到孩子渴求的眼神，但我
仍旧坚持不让孩子下楼去玩。”25
日，韩女士说起这个大雪天不让
孩子出去玩耍的原因滔滔不绝，

“对于我来说，还是不愿让孩子冒
这个险，不说别的，这孩子太小没
有自制力，玩起来就不愿上楼，小
孩子没个轻重缓急，不管是伤了
自己还是伤着其他小朋友终究不
是什么好事，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我不愿让孩子出门。”

“原本以为能看到孩子们在
雪中撒欢的场景，但是小区广场
中并没有出现孩子们奔跑嬉笑的
身影，只有两个初中模样的男孩
子在晃动树上的雪，孩子旁边站
着的家长还在催促着孩子回家。
为什么家长不能放手让孩子们感
受一下雪趣呢？”家住东花园社区
的董先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但
是大部分家长和董先生想法不一
样，有 8位家长表示已经给孩子
下了明确的“禁令”——待在家
中，以免玩雪时摔伤、冻感冒。

“喜欢玩雪是孩子的天性，而
一些家长则认为孩子太小，其自
我防护能力太差，自控能力较差，
不玩雪也罢，有家长甚至强行禁
止孩子玩雪，显然这样的做法都
欠妥当。”市中区某学校的孙老师
认为，“对于小孩子而言与其过度
担心孩子会受到伤害，不如来一
次亲子互动，在做好各方面安全
防护的情况下，引导孩子玩雪。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让孩子们从
小就大量接触电子产品，而较少
有机会与自然万物接触，做家长
的应尽多的给孩子提供与自然接
触的机会，而不该扼杀这样的机
会。”

（记者 张莉萍）

26日，市中
区立新北里 66
号楼前，一棵树
被雪压得向北倾
斜着，十分危险。
（记者 苏羽 摄）

20多年前，徐德友老人退休
后，回到了老家——高新区张范
街道小香城村居住，闲暇之余，他
读书阅报，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
并且用自己爱好书法的特长，抄
古书、写诗词，每天的生活过得丰
富多彩。

已经在小香城村生活的徐德
友老人 85 岁了。徐德友老人是
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的革命，是
一位曾经为淮海战役做出过贡献
的支前模范，目前享受着离休干
部的待遇。1948年冬天，淮海战
役打响后，他参加了民兵，负责给
前线送给养。在枪林弹雨之中，
他和战友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将饭菜等给养及时送到前线指战
员的手中，战役最后的胜利，是和
他们这些支前的民兵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徐德友进入

供销社工作，1958 年，他被调到
了市印刷厂，从事会计及后勤工
作。但因为有着书法、篆刻的“功
夫”，徐德友经常被邀请去设计美
术字，书写单位的门牌等。当年
全市大部分单位红头文件上面的
标题美术字，以及部分图书的书
名美术字，都是出自徐德友之
手。徐德友说，那时候没有合适
的“字模”印刷红头文件的大标
题，只好根据需要先手写出来，之
后再做成字模使用。现在科技发
达了，啥样的字体都能设计印刷
出来，这是他们那代人不敢想象
的事情。目前他的手头上还保存
着几套当年设计书写的美术字，
看到它们，徐德友就会回忆起当
年在印刷厂、报馆，印刷《枣庄日
报》的前身《峄县农村》、《枣庄通
讯》、《枣庄工人报》等报纸，以及

和编辑记者交流的情景。
1988年，徐德友从市印刷厂

退休，喜欢农村生活的他，又回到
了生他养他的老家小香城村。退
休后的徐德友不喜欢闲着，在家
中院子及房前屋后整理出地，全
部种上了青菜，每周城里的儿女
来看他，就让他们把自种的无公
害青菜带回城里去吃。徐德友老
人订阅了好几份报纸和杂志，阅
读成了他退休后的一大爱好。另
外，老人没事的时候还坚持写书
法，他笑称这也是锻炼身体，并且
能够预防老年痴呆。这些年来，
徐德友用小楷字体抄写了五本
《红楼梦》和多册古诗词，经常有
左邻右舍向他求字，而每一次他
都是有求必应。老人说，晚年能
为大家做点事，他感到很高兴。

（记者 孔浩）

退休后种菜读报抄书闲不住

老徐回老家过得很自在

随着地热供暖的出现，很多
小区催生出一大部分“蹭暖族”，
部分居民不交取暖费，依靠楼上
楼下邻居的“余热”取暖。“我家
已经连续蹭暖两年了，而且每年
的冬天家里的温度都不低。今
年一样还是没交暖气费。不交
暖气费，家里还暖和，这样的好
事去哪找？”家住峄城区一小区
的居民李先生说。

李先生家的房子面积约100
平方米，采用集中供暖需要交费
2000多元。而他们两口子白天
上班都不在家。晚上休息时只
要多添床被子或者用电暖气就
能过冬，还能节省不少费用。“其
实，我不交暖气费家里还暖和这
主要是靠楼上楼下的邻居‘帮
忙’。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不
少住户将暖气片式供热改成了
地暖式供热，每年冬天，他家即

使不供暖，家里的温度也不会低
到哪儿去，室温基本都能保持在
20-25度之间。”李先生说。

“交房第一年我也交钱参加
了集体供暖，但家里根本就感觉
不到多暖和。第二年由于工作
原因没有及时缴纳暖气费，却发
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温度计
上显示主卧室温度竟然超过了
23度。后来我才知道，我住在二
楼，上下楼和隔壁家的邻居都改
成了地暖，我家的房子就是不供
暖也不冷。自此以后，每到冬季
取暖季，我都会注意观察左邻右
舍上下楼是不是都已经供暖了，
如果每家都交了暖气费，我就当

‘蹭暖族’了。”李先生对于“蹭暖
族”一事并不忌讳。

不管采取哪种方式“蹭暖”，
目前已经有许多居民加入到“蹭
暖族”，并且呈逐渐增多的趋

势。市热力总公司的工作人员
称，对于是否缴纳取暖费，热力
公司充分尊重市民的个人意
愿。但从整个供热体系来看，部
分居民“蹭暖”那一部分温度，需
要由供热公司来埋单，而供热公
司要想保证正常用户的室温达
标就得加大暖气供应，无形之中
增大了成本，但是目前没有相关
的法律条文约束制约“蹭暖族”。

某律师事务所的姜律师则
表示，对于“蹭暖”行为目前没
有相关法律法规预防和制止，

“蹭暖族”的行为虽然不触及法
律，也不违规，却有悖社会情
理。为此，还是呼吁有关部门能
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制止这一
行为。建议“蹭暖族”不要只看
眼前利益，不要为了蹭点儿暖而
寒了邻居的心。

（记者 苏羽）

晚报讯（记者 马高超）最近
几天，家住市中区龙府居的黄先
生每天早上起床后总是感到嘴唇
发干，喉咙发痒。黄先生以为是
气温下降自己可能发烧了，后来
一问妻子也是这样的状况。

最近气温下降了不少，好在
黄先生家中很暖和，可早上起床
后黄先生就觉得不舒服。“不光嘴
唇觉得特别干，喉咙还有点痒，老
是想咳嗽。妻子听我一早上都咳
咳的，就问我怎么了，我和她一
说，谁知道她也和我一样。”黄先
生以为自己着凉要感冒，可一想
也不能那么巧和媳妇一块感冒
啊？后来黄先生的母亲来看孙女
说起这事，黄先生才知道这一切
都是因为家里暖气热，空气干燥
引起的。

“我妈一进门就说我家里热，
我正想说家里地暖好呢，我妈就
看见我女儿老是在身上乱挠，一
摸身上都是汗。我妈就说家里暖
气太热，又不注意通风，在屋里呆

久了就会觉得燥热，再加上孩子
本身活力就大，身上容易出汗就
会觉得很难受。”黄先生说。

母亲告诉黄先生家里送暖气
虽然觉得暖和了，但房间里温度
太高就会使室内空气变得干燥，
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时间久了甚
至会出现嘴唇干裂、鼻孔出血、喉
咙燥痒等上火的现象。“不能因为
现在天气冷了就追求温度，把家
里窗户和门都关上，房间里一定
要注意经常通风。如果觉得家里
热，可以把卧室或客厅的窗户稍
微敞开一点，让外面的冷空气进
来一些，但也要注意时间不能太
长，否则一冷一热容易着凉。每
天晚上睡觉前可以把厨房或者阳
台的窗户打开，也可以拖拖地，或
者在暖气旁边放盆清水，这样就
不会热得干燥难忍了，孩子也不
会出汗觉得难受了。”黄先生的母
亲最后还说除了家里要注意通风
换气外，还要记得多喝水，多吃水
果补充水分。

暖气热不知道通风

大人上火孩子难受

担心玩雪摔伤 不让孩子出门
好不容易盼来雪 因噎废食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