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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蜂窝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普通家庭都有一处专门存放蜂窝煤的地方。作为生活燃料，蜂窝煤辉煌

过，也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然而，随着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蜂窝煤逐渐远离市民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1 月 24 日，家住郾城区老城区的霍
风山老人清晨起床后来到厨房，“咔
嚓”一下打开燃气灶。随后，一股淡蓝
色的火苗蹿出，安静地舔着锅底。一会
儿，热气腾腾的早饭就做好了。“天然气
用着方便还干净。”霍风山老人说。

老人告诉记者，以前，市民家家户
户烧水做饭，都离不开蜂窝煤。到了冬
季，有的市民家里还要准备两套煤炉，
一套做饭，一套取暖。天冷了，就在客
厅、卧室生起煤火，从门口或窗户上方
打个洞，将烟筒伸出室外，利于排烟。

有资料显示：1965 年，我市在解放
路建成一家煤厂，开始生产蜂窝煤。随
着市区人口的增多，至1988年，全市共
有7个蜂窝煤厂，年产蜂窝煤7万多吨。

劈柴、生炉子、做蜂窝煤这些熟悉
的场景，相信很多人回想起来，都会深
有感触。之所以被称为“蜂窝煤”，是因
为每块煤上有规则地分布着小孔，一眼
望去，好似马蜂窝。

使用时，先用旧报纸点着劈柴，再
把蜂窝煤眼儿对眼儿放在炉膛中，烧火
的时候，火苗就是从这些眼中蹿上来
的。这是技术活，如不掌握要领，往往
会只点燃了劈柴，却点不着蜂窝煤。

“ 使 用 蜂 窝 煤 很 麻 烦 ， 还 污 染 环
境。”霍风山老人说。做完饭，为了节
省，就把炉门关上。到了晚上睡觉前，
还要封火。如果忘了，第二天起床，煤
炉里的蜂窝煤就燃烧完毕，剩下的就是
一块块土黄色的松软炉渣，还得费劲重
新生炉子。

在当时，蜂窝煤是和米面油一样重
要的生活必需品。用完了，就得去买。
一般居民家里都有送蜂窝煤工人的电
话，一个电话打过去，送煤工人就会将
蜂窝煤送到家门口，并负责搬运。

有些居民家为了省钱，会自己制作
蜂窝煤。先选购碎煤，然后与泥土、水
按比例混合拌匀。接下来，用铁制的模
子往拌好的料上用力冲下去，再反复碾
压几下，最后提起模子，轻轻一踩脚
蹬，一块蜂窝煤便制成了。

小小蜂窝煤，辉煌半世纪

两年前，霍风山老人家就淘汰了用
蜂窝煤做饭取暖，取而代之的是燃气和
电力。“方便、干净还省钱。”霍风山老
人说。当时用煤做饭，一天三顿，用5
块煤还不够，还得用煤气。当时每块蜂
窝煤 0.6 元，一天下来至少 3 元钱。冬
天天气冷，在卧室里还要放一个煤炉取
暖。如今家里通了天然气，仅做饭，每
月 40 元钱足够。冬季取暖，用电暖
气，也花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方便、
干净了，也不用怕被煤烟醺了。”霍风
山老人说。

与霍风山老人一样，许多老城区居
民都选择了取暖、做饭用电用气。而散
煤大户、餐饮服务业也在改变着生产方
式。

程彩虹在郾城区祁山路开了一家饮
食店。去年 11 月，她响应号召，把饭
馆里的燃煤炉灶改成了煤气炉灶。对她
来说，用上了煤气，饭馆内干净多了，
自己也省了好些事。“不用来回夹煤、
清理炉灰了。”程彩虹说。店里干净
了，顾客也多了。记者采访时她表示，
坚决支持政府“蓝天工程”，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进行“两改一替”工作，也希
望自己的饭馆能尽早用上天然气。

夜晚，漫步在市区夜市，再也闻不
见呛鼻的煤烟味。今年来，我市在对散
煤做好“堵”的同时，突出重点区域，
攻坚克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两改一
替”工作，将人口密集区域，如人民
路、大学路等作为整治重点，加快推进

市区禁燃区“两改一替”工作，在两县
和市区禁燃区外建设洁净型煤生产企
业，做到堵疏结合。目前，全市共完成
2840 户居民、575 家餐饮店、64 家医
院、57所学校、5个建筑工地的清洁能
源替代工作。

前些年，记者曾关注过冬季市民取
暖情况，并实地采访过位于交通路以及
辽河路附近的蜂窝煤厂。当时，每个蜂
窝煤厂都在加大马力生产蜂窝煤，以供
市场需求。市民冬季取暖大多是靠煤
炉，电、气取暖相对较少，煤炉成了家
庭必备。

1 月 17 日，记者分别对交通路北
段、南段，辽河路西段等地走访，发现
这些曾经满是灰尘的煤厂已经找不到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门店、加油站
等。“早就不干了，现在都在用天然
气，谁还用蜂窝煤？”在交通路南段，
一位商户对记者说。

1月18日，在走访中，记者颇费周
折地从居民那里收集了3个蜂窝煤商贩
的电话号码。记者拨通后，其中一个电
话已经停机，另一个早就改行了。最后
一个煤贩则表示：“好多天了一直没活
儿，今天如果再没生意就不干了。”这
个煤贩对记者讲，前些年自己贩蜂窝
煤，生意还不错。用户主要是老城区的
居民和小饭店老板。后来，居民家烧煤
的越来越少，只剩下饭店老板偶尔要一
车。从去年开始，饭店要煤的也越来越
少，如今几乎没人要了。

“两改一替”成效显著

2004年9月3日，西气东输工程
豫南支线首次点火运营成功，我市文
萃江南小区的数百户居民成为我市首
批用上天然气的用户。当时，我市共
有1.7万户居民家庭已安装上了可开
通天然气的管网。至当年年底，我市
有5000多户居民用上了天然气。

逐步用天然气替代煤炭、燃油可
以改善大气环境，减少大气中温室气
体的含量，减少大气中粉尘、二氧化
硫等污染物的含量。从小方面上说，
可以改善厨房工作环境，改善劳动条
件。

“目前，我市建成区已经有20多
万户安装了天然气，有 19 万户用上
了天然气。”1月22日，漯河中裕燃
气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7年，全市将新增天然气用户2.5
万户。至 2017 年年底，我市建成区
的天然气普及率将达到97%以上。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企业将
全力配合市政府“蓝天工程”的实
施，坚决执行市政府惠民政策。“普
及天然气，管道安装、人员施工等都
没有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

为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
市鼓励散煤使用户进行“煤改气”

“煤改电”，市区禁燃区内要求实行
“煤改电”“煤改气”，市区禁燃区外
实行“煤改电”“煤改气”或洁净型
煤替代。在天然气覆盖到的居民区推
广天然气取代燃煤炊事、取暖。在管
道天然气覆盖不到的居民区推广电磁
炉、电饭煲、电暖设备的使用。

同时，我市居民使用天然气、电
力替代传统燃煤提供热能的，可以在
规定期限享受到全市统一标准的一次
性设备购置补贴、运行补贴或洁净型
煤补贴。

我市燃煤散烧管控的重点是城市
家用散煤、机关企（事）业单位炊事
用煤、食品餐饮及加工行业使用散
煤、农村生活散煤、农业生产散煤5
个重点领域。也就是说，这5个重点
领域的燃煤使用户，在市区禁燃区内
的，必须在 2016 年年底前整改完
毕，在市区禁燃区外的，必须在
2017年10月底前整改完毕。

据统计，燃煤散烧管控工作开
展以来，有关部门在市区禁燃区内
取缔燃煤销售点 46 家，取缔市区禁
燃区外劣质散煤销售点 19 家，共取
缔违规散煤销售点 64 家；进一步对
市区禁燃区外和两县的合法燃煤销
售点进行规范，督促各项防尘措施
落实。

蜂窝煤作为一种生活燃料，曾经
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时代
印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蜂窝煤
已渐渐离我们远去，曾流行半个世纪
的家用能源蜂窝煤将逐步退出市民的
生活舞台。

随着社会发展
蜂窝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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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家庭使用天然气做饭，方便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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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中燃公司安检人员正在对小区
户外挂表用户进行安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