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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辉

本报讯 近日，网友莫魏致电本报反映，
市区神马大道西段蓝爵小区十多年不通天
然气，居民多方奔走反映情况，至今问题未
解决。

9月14日下午，在蓝爵小区大门口，6号
楼居民刘宾丽说：“俺家住六楼，月月扛着几
十斤重的液化气罐上楼。不然，家里光靠一
个电磁炉做饭不济事。”

2008年6月，刘宾丽一家六口搬到这里
居住，这些年家里一直使用液化气罐和电磁
炉烧水做饭，基本上一个月使用一罐液化
气。每次充液化气，她的丈夫需要骑电动车
带着液化气罐跑到三公里以外的一家液化
气站，充完后再扛到六楼家里。前不久，她
的丈夫意外受伤，家里用不上液化气，只能
使用一台电磁炉烧水做饭，很不方便。

8号楼居民闫风彩拿着一份购房合同
说，该小区是由市新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的。2009年3月，她的丈夫闫军豪与
这家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交纳3680
元燃气初装费，并预交了300元燃气费。该
合同第九条第三款明确约定“用水、用电、用
气、道路等具备商品房正常使用的基本条
件”。结果，她家自2009年7月入住蓝爵小
区以来，一直没用上天然气。

该小区共有四栋居民楼，现有居民 110
多户。其间，居民们多次找到该公司及相关
单位反映情况，要求接通天然气，但此事一
拖再拖，至今未解决。

市新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蓝
爵小区大门口西侧。9月14日下午，记者来
到这家公司未找到一名工作人员。通过该
公司前任负责人郑女士，记者找到了公司负
责人岳先生的电话。

昨天上午，岳先生在电话里表示，他上
午正和别人谈事情，下午再作答复。截至
发稿，岳先生仍未回复上述问题。

昨天上午，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服务部006号工作人员接到上述反映后
答复，自2008年以来，该公司没有接到蓝爵
小区用户要求安装天然气管道的申请，截至
目前，查询不到该小区用户的任何信息资
料。

蓝爵小区
12年不通天然气
居民扛液化气罐上楼做饭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我们小区的自来水水温已恢
复正常，谢谢晚报帮忙。”昨天，市区开源路
南段华星住宅小区的段先生向记者反馈。

一周前，段先生所住小区大门口的自来
水管道出现故障，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维修
后，他和邻居意外发现，小区的自来水管道
流出的是热水，大家担心水质会出问题。他
们向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客服热线反映，工作
人员了解后称，水温上升是旁边一热力管道
漏气殃及（本报 9月 9日 A8版曾报道）。此
事经本报报道后，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的维修人员赶往现场。经查是旁边一废弃
的热力管道漏气所致，维修人员当即进行了
处理。目前，该小区已恢复正常用水。

自来水水温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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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大地百亿大地 ““职职””得梦圆得梦圆
河南大地集团是国家大型企业集团，旗下有建材、地产、酒业、酒店、传媒等30余家

公司，现有员工5000多人，资产超百亿元。因发展需要，现招聘管理和技术人才。

报名地点：1.平顶山市新城区和盛时代广场贾湖酒店（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15136987927）
2.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联系人：程女士 电话：6138819、13523759026）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

□本报记者 李霞

“粘胶盆瓷碗，粘胶鞋……”昨天上午
9点多，在市区劳动路亿昇花园小区西门
附近，年近八旬的“补盆匠”杨清勤将自己
的老自行车停在路边，刚吆喝了一小会
儿，就有不少居民拿着破损的锅碗瓢盆前
来捧场。

“孩子、媳妇可孝顺，总劝着说不让我
干，可我干一辈子习惯了，在家待着难
受。”今年78岁的杨清勤皮肤黝黑、身材
瘦高、满手老茧。他是南阳市桐柏县人，
如今与家住平顶山火车站附近的儿子一
家一起生活，当“补盆匠”已有30多年。

补盆粘碗是技术活儿

“粘洗澡盆啥价？”“5块钱！”问过价
钱后，小区居民王常德将家中用了多年的
大红塑料洗澡盆搬了过来。

杨师傅接过盆，先对着太阳照了照，
找到裂缝位置后，不慌不忙地从身边的小
竹篓里掏出补盆用的剪刀、小钢锉、五颜
六色的塑料条等开始修补。

他拿起剪刀剪了一条红色塑料条，然

后用焊枪将其像贴膏药一样“贴”在裂缝
处。随即，他将一小块浸水小布片敷在焊
补好的地方，只听刺啦一声，“补丁”就补
好了。最后，杨师傅又举起盆对着太阳照
了照，确定裂缝完全补上后，将它递给王
常德。

“弄得不赖！又能用了，要是买新的
得好几十块钱！”王常德对杨师傅的技术
称赞不已。

杨清勤说，补胶盆的活儿看着简单，
可也是有技巧的，用焊枪“补”补丁属于

“热补”，焊接时不仅要细心，还要注意将
破损处完全补住，冷却后若发现有不光滑
的地方，要用锉刀锉一锉。修好后的胶盆
瓷碗等滴水不漏，才算修补成功。

顾客多为勤俭节约者

顾客中，像王常德这样年纪稍大、勤
俭节约者多些。很多顾客还留有杨清勤
的手机号码，如果家中有物件需要修补，
会给他打电话。

“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平常有很多
物品坏了找师傅修一下，还可以再用。”今
年42岁、等待补锅的芦女士将杨师傅补

锅的过程拍下来发到了微信群，获得众人
点赞。

在芦女士的印象中，过去走街串巷的
补盆匠、修表匠、修伞匠、修笔匠等老手艺
人很多，他们能变废为宝，但现在这些手
艺很少见了。

“我补的不是盆，是回忆！”在附近优
越花园小区居住的王娜将自己当年出嫁
时，母亲陪送的两个搪瓷脸盆拿来修补。

王娜说，这两个瓷盆一个用来洗脸，
一个用来和面，已经陪伴她 30 多年了。
如今，这两个瓷盆底部都沤烂了，可她一
直没舍得扔。这次花几元钱修好后，可以
继续用了。

说起补盆手艺，杨清勤说，一般补一
个盆或者碗收一两元到五元之间，一天少
说能挣三四十元钱，“但儿子看不上，做别
的生意去了”。他的这项手艺是跟一位亲
戚学的。这么多年来，借着这项手艺，他
不仅成了家买了房，还顺利地将儿子供上
了大学。

杨清勤认为，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统
美德，只要提倡勤俭节约，他就永远不会

“失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干下
去。”

变废为宝巧手补 勤俭节约好传承

杨清勤：走街串巷补盆忙

新闻短波

昨天，在市区劳动路亿昇花园小区西门附近，杨清勤忙着为居民修补破损的塑料盆。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昨天上午，新华区湛北路
街道八北社区网格员来到市区中
兴路原市二服装厂典式楼开展人
口普查工作。八北社区下辖 49
个家属院，103幢家属楼，共 5957
户。为更精准地采集居民户籍信
息，自9月11日开始，八北社区组
织普查员、网格员30人深入各小
区进行人口普查摸底。

除了登记居民信息外，他们
还针对计生政策、特殊人群免费
健康体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工作进
行宣传。

（牛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