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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机缘巧合，范素海成为
平顶山燃气公司的员工。

“小时候洗澡，就是烧上一大盆
水，在家里擦擦洗洗，很不方便。冬
天，洗着洗着水就冷了。”范素海说。

1988年，市面上有了家庭用的
煤气直排式热水器，洗澡方便多了。

随后，我市又先后开工建设煤

气二期工程。煤气在城区得到普
及，不仅使居民告别了烟熏尘飞的
燃煤土灶，而且由小炉灶、小烟囱带
来的环境污染也逐步得到缓解。

然而，煤气也非十全十美，因为
煤气中含有化学物质“萘”，在低温
下容易结晶，导致管道堵塞。再加
上煤气是炼焦的副产品，产量受炼

焦量影响，供气量不稳定。而且随
着城市的发展，人工煤气用户数量
及用气量不断增加，气量已超出设
计外供能力，当初的生产输配系统
规模虽经不断改扩建，但还是远远
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特
别是在冬季低温天气的用气高峰，
气短力弱，广受诟病。

煤气普及：洗澡越来越方便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一位作家说过：柴火的脚印，就是生活
的脚印；柴火的进步，就是科学的进步；柴
火的变迁，就是生活的变迁。春节临近，记
者采访了全国劳动模范、平顶山燃气公司

“范素海维修班”班长范素海，跟随他的讲
述，了解鹰城“柴”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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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素海今年60岁，老家在安阳，从小跟
父母来到平顶山。从他记事起，家里烧的
就是散煤。“散煤是凭票供应，一般半年买
一次，湛河区马庄附近和一矿口附近有煤
场。”范素海说，买煤是他们家的一项“重要
任务”。每次买煤，全家出动，小孩负责排
队，大人负责装车拉煤。散煤买回家后，堆
放在某个角落或屋子的一角。

“用时，掺些水和黄泥，做成煤饼，放到
煤炉里。用完，将炉子封住，在煤饼上扎
个孔，保持空气流通，煤火不熄。”范素海
说，如果煤火灭了，重新生火很麻烦，要找
些木柴放在炉子里，上面放煤饼引燃。烟
气刺人眼鼻、呛人心肺，弄不好整个屋子都
是烟。煤饼燃烧值低，做饭需要很长时间。

范素海家的煤炉安装有烟道，不像别
人家有那么多烟。不过，再多烟的灶，都承
载着一家人温暖的记忆：灶前生火烧菜，热
气蒸腾，火光扑面，锅里散发着香气。

后来，有了蜂窝煤球，现在的建设路七
彩虹幼儿园附近也有个煤球场。不过，拉
煤球还是凭票，要排队。煤球是现做的，一
次出两块。每次买煤球，早上4点多就去排
队，运气好的话10点多能买到，运气不好的
话，要排队到下午四五点。范素海说，煤场
附近有一家卖烩面的，遇到中午之前还买
不到煤球的情况，他可以在那里吃碗烩面。

大家住的多是筒子楼，家家门口有个
蜂窝煤炉，一堆堆蜂窝煤散放在楼道里，每
到做饭高峰，过道里都弥漫着呛人的煤烟
味，墙壁被熏得黑黢黢的。

儿时回忆：
经常排队买煤

那时，我市原市焦化厂在炼焦
过程中生产的煤气，除炼焦自用外，
尚有8万立方米排空，给周边环境
造成污染。为了充分利用焦炉煤
气，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方便市民
生活，1979年，市委、市政府成立煤
气工程筹建处，开始了前期准备工
作。1982年 9月，平顶山市煤气公
司（后更名为平顶山燃气公司）成
立。1982年 11月，煤气一期工程正
式破土动工，鹰城燃气事业正式起

步。1984 年 1月，采用低压直接供
气点火成功，开辟了城市煤气工程
边施工边送气的先河。1984 年 9
月，煤气一期工程竣工，整个输配系
统投入试运行。

据范素海回忆，他家在1984年
初用上煤气，“是咱市第一批用上煤
气的用户，全家人都特别兴奋”。那
时，使用煤气的家庭会发一个橘色
的煤气使用证，写着户主的名字、家
庭几口人、单位、住址及煤气表的型

号、装调记录等。后来，随着社会的
发展，煤气使用证被无纸化办公取
代，一切都在网上登记、申请。

刚开始用煤气时，煤气灶的材
料是铸铁或搪瓷的，人工点火。打
开气阀，轻轻旋转一下煤气灶的点
火按钮，用打火机或火柴进行引燃，
就可以烧饭做菜，火势可以自由调
节，一家人摆脱了生炉子的痛苦，而
且做饭时间大大缩短，厨房的墙壁
再也不是黑乎乎的了。

时代变迁：第一批用上煤气

2002年，平顶山燃气公司利用
国家实施“西气东输”工程的难得机
遇，积极筹备建设天然气工程。
2005年 3月，“西气东输”一线天然
气顺利引进我市，使我市成为国家

“西气东输”项目的首批用户，我市
的燃气建设阔步迈入天然气时代。
此后，市煤气公司全力推进天然气
管网向周边县（市、区）延伸，助推县
域经济发展，舞钢、宝丰、叶县、郏县
和鲁山等城区先后通气点火，并逐

步开始向各县（市、区）农村推进。
2012年，煤气彻底退出我市历

史舞台。
张艳辉家住宝丰县石桥镇石桥

社区。他家在 2014 年底通上天然
气。“从没想到俺农村人也能用上天
然气。”张艳辉说，他家4口人，最早
做饭用柴、蜂窝煤，烟熏火燎，非常
脏。后来用上了液化气或电磁炉，
但费用太高。“液化气一个月用一
罐，需要百十元。天然气一个月才

40元，省钱还环保。”张艳辉说。
一部居民家的燃料变迁史，就

是我市燃气事业的发展史。
据平顶山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 2021年底，全市燃气用
户突破60万户，年供气量近3亿立
方米，天然气高中低压管网2300余
公里，覆盖我市新老城区并辐射辖
区所有县（市、区）以及11个产业集
聚区和产业园区、26个中心乡镇，
中心城市气化率达98%以上。

西气东输：阔步迈入天然气时代

平顶山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在宝丰县父
城路工程建设现场进行施工。

平顶山燃气公司维修人员对管网进行常规检修，确保安全平稳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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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滋味在那烟火里翻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