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唯）又一喜
讯传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
务司公布2023年广场舞之夜参演团
队名单，我省舞蹈《五彩果洛》榜上
有名，将于本月底亮相全国。

据悉，全国广场舞大会由文化
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文化和
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

办，以“启动仪式+区域示范展演+
广场舞之夜”分区域分阶段开展。
本次成果展示的 25 支广场舞团队
由专家、群众综合推荐，是从全国 6
个片区选拔出来的优秀代表。

由果洛州格萨尔民间艺术团选
送，经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的广场
舞《五彩果洛》，经过激烈角逐，从河

南郑州片区 19 个展演节目中脱颖
而出，成为片区入选全国展演的节
目之一，将于10月29日代表青海省
赴贵州省贵阳市进行展示，向全国
各族群众展示地方文化特色、广场
舞团队风采及群众文化发展成果，
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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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宁各小区已经陆续供暖，大家下班回家就能感
受到暖意扑面而来。然而，也有一些小区业主反映家里的暖
气温度不够，与物业协商也无法解决，只好起诉到法院。那
么，暖气不热该如何正确维权呢？

案情简介
李先生为西宁市某小区业主，与西宁市某物业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该物业公司为李先生提供物业管理
和供热服务。2017年，李先生入住新房后发现冬季家中暖气
不热，遂与物业公司进行协商解决。双方在协商过程中，物
业公司提出通过加装暖气片的方式提高室内温度。后李先生
根据物业公司要求购买暖气片并由物业公司安排人员加装。
加装暖气片后，李先生仍认为暖气不热，连续五年拒绝缴纳
暖气费。现物业公司认为其已按照国家供热标准提供供暖服
务，并积极配合李先生解决相关问题，但李先生拒缴暖气
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遂诉至法院要求李先生缴纳欠付五
年的暖气费，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在自认为家中暖气不热的情况

下，向物业公司及社区反映情况，2020年采暖季，物业公司
及社区均安排工作人员在不同时间段分别上门测量室温，并
分别出具了测温记录。两家单位的测温记录显示，李先生家
中客厅冬季室温持续符合供热标准，两间卧室温度在18℃上
下徘徊，时高时低，但该测温记录并不能证明物业公司提供
的供热服务不达标，只能证明供热服务存在瑕疵。后经过法
官调解，物业公司适当减免了部分欠付的暖气费，并承担李
先生因加装暖气片所花费的费用，李先生同意物业公司的调
解方案，双方达成调解。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发生
纠纷后，物业公司主张暖气费，但业主认为物业公司提供的
供热服务不达标其有权拒绝缴纳暖气费，业主就应该抗辩主
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供热合同纠纷中的业主
往往存在举证难的情况，从而胜诉率较低。这就要求业主在
日常生活中如发现家中冬季暖气不达标，应积极行动解决问
题并保留证据。

暖气不热，可以拒缴取暖费吗？
供暖公司为业主提供供暖服务，双方即便没有签订供

热服务合同，实际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供热服务合同关系，
业主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房屋存在温度不达标的情况，应
向供暖公司支付相应的供暖费用。居民在使用暖气的过程
中常会遇到暖气不热、时冷时热的情况，此过程中若只一
味以不支付取暖费为对抗手段而不注意留存证据，后续可
能面临因无法提供证据而要如数缴纳取暖费并支付违约金
的困境。

供暖温度不达标应该怎么证明？
供暖单位与采暖用户形成供用热力合同关系，合同双方

需完全履行义务，采暖用户可主张权利，监督供暖单位按照
合同约定的数量和质量供暖。如果供暖单位供热不达标，我
们可以这样保留证据：1.立即与供暖单位进行协商，并在供
暖合同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测量室温，出具测量记录；2.立
即拨打供暖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电话，由相关部门安
排人员进行测温，并出具测温记录；3. 在具备条件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公证
或由业主与供暖单
位共同委托的专业
鉴 定 机 构 进 行 测
温。测温后，应妥
善保管测温记录，
以便纠纷产生时保
护自身权利。

（文字整理 记
者 顺凯）

重归长江故里的“水中大熊猫”
你知道吗？在青海，有一种鱼比大熊猫更

为珍稀。
它是第四纪冰川期由北方南侵的残留鱼

类，自1998年起，在已知分布区域的绝大部分
地区已多年不见活动踪迹，仅在青海的玛可河
流域发现其踪迹。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收录于《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还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
入濒危物种。

它个头大、生长快，身长最大可至2米，舌

头和上下颌上排列着尖锐的牙齿，亦被称为水
中“猛虎”。

它便是川陕哲罗鲑。
去年 8 月，16 尾久违的“水中大熊猫”川

陕哲罗鲑“重归”故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
治州班玛县玛可河。

为何“重归”青海？它与青海有着怎样的
渊源？带着疑问，晚报记者走进相关部门，与
你一同了解川陕哲罗鲑这一青海土著鱼类的

“前世今生”。

又到一年供暖季又到一年供暖季，，
暖气不热怎么办暖气不热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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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青海有何渊源它与青海有何渊源

头体、背侧和鳃盖上布满不
规则的灰黑色小斑点，肚子两侧
呈银白色，体侧有暗色横斑……
走进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 （省渔
业环境监测中心），几张照片向我
们 展 示 出 川 陕 哲 罗 鲑 略 带 “ 帅
气”的模样。

“它是青藏高原上唯一存活至
今的哲罗鲑，2005 年底，在青海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可河林区曾发
现一条长 114 厘米、体重约 19 公
斤的川陕哲罗鲑，是本世纪以来
发现最大的川陕哲罗鲑。”省渔业
技术推广中心 （省渔业环境监测
中心） 技术人员介绍道。

“照片里看不出来，但其实川陕
哲罗鲑是性情非常凶猛的食肉性鱼
类，在水中与它生活在一起的大小
鱼类，如大渡软刺裸裂尻鱼、齐口
裂腹鱼、小型条鳅鱼类等它都不会
放过，都会成为它的‘盘中餐’。”
该中心技术人员说。

据了解，川陕哲罗鲑是我国特有
的水生物种，数量极为稀少，是我省
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它具有优良的生长和遗传特性，最大
个体可达50公斤，在鱼类区系形成、
鱼类系统与气候变化、动物地理学等
方面具有很高的科研和人文价值，主
要分布于四川、陕西等地，在我省
仅分布在玛可河流域。

“我省长江流域在历史上分布
有 21 种鱼类，其中有 20 种均能够
调查到，但却一直未能发现川陕
哲罗鲑的活体。2005 年，班玛县
加布村的牧民在玛可河林业局可
培苗圃河流处发现的那条已经死
亡的川陕哲罗鲑，是我省时隔 10
多年来再次发现川陕哲罗鲑鱼体
标本。”该中心技术人员表示。一
般 大 型 鱼 类 都 是 生 长 比 较 缓 慢
的，川陕哲罗鲑也不例外，生长
期较长也意味着在生长过程中面
临的危险较多。

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河道
挖 沙 、森 林 砍 伐 、水 土 流 失 等 原
因，它们的生存环境破坏严重。而
川陕哲罗鲑又对生存环境要求很
高，这使得它们的种群极度濒危，
2004 年，川陕哲罗鲑被列入《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物种，2021 年
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全力留住全力留住““水中大熊猫水中大熊猫””

川陕哲罗鲑的资源量可以反映

水域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也将直
接反映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成
效。因此，保护川陕哲罗鲑势在必
行。中心技术人员介绍说：“川陕哲
罗鲑的保护一直是我省高度关注的
领域，多年来就一直在进行川陕哲
罗鲑的监测和保护工作。”

2006 年，我省建成长江流域唯
一的川陕哲罗鲑保护中心，对玛可
河流域的水质状况、浮游生物的变
动、川陕哲罗鲑、重口裂腹鱼等珍
稀濒危鱼类的分布和栖息环境等进
行持续的监测和调查。同时，还在
玛可河建立多个投饵场所，希望通
过人工投饵的方式，吸引当地土著
鱼类，进而把川陕哲罗鲑吸引过
来，争取让“水中大熊猫”不再无
影无踪。

此外，我省还大力开展科普宣
传工作。结合全省持续开展增殖放
流、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等工作，对
当地干部群众、基层单位进行科普
宣传，不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川
陕哲罗鲑等土著鱼类的相关知识讲
解，通过主题宣传进社区、进校园
等活动，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到渔业
生态保护的工作中。

2022年8月9日，经由四川省农
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成功繁育，16
尾川陕哲罗鲑鱼苗于1600余尾鱼苗
中脱颖而出，被放流到了玛可河。
多年未见的川陕哲罗鲑“重归故
里”，是玛可河川陕哲罗鲑栖息地重

建的首次尝试，也进一步提升了我
省生物多样性完整度。

为了留住“水中大熊猫”，自放
流以来我省联合青海大学、中国水
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等科研单
位，在长江流域开展持续性的环境
DNA监测。

让更多让更多““水中大熊猫水中大熊猫””在在
青海定居青海定居

“我们计划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水产研究所开展深度的合作交流，
希望进一步扩大放流规模，力争在
川陕哲罗鲑的保护、引种及繁育等
方面实现新突破。”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道。

原有的川陕哲罗鲑保护中心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冬季气温低水会
冻结，无法进行鱼类越冬驯养，不
能持续全面开展保护工作。

要让更多“水中大熊猫”在青
海定居，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我省在不断改善监测保护条
件和工作手段，更好地开展川陕哲
罗鲑的监测与保护工作。中心技术
人员告诉记者：“川陕哲罗鲑保护中
心正在进行改扩建，计划于今年年
内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新的保护
中心将改善监测保护环境，采用数
字化监测养护系统，实现24小时循
环水养殖，从而实现不同季节养殖
和放流工作的同步进行。”

（实习记者 李静 王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