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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节能减排趋势下，历经近十年的市

场培育，空气能热水器(也称“空气源热泵热水

器”)在技术革新、产品类别和市场规模上均有长

足的发展。

空气能热水器顺应潮流，高效节能，而且不排

放废气和有毒气体，安全环保。据悉，空气能热水

器耗电只有电热水器的1/4，燃气热水器的1/3，

比电辅助太阳能热水器利用能效高。同时，克服

了太阳能热水器依靠阳光采热和安装不便的缺

点，避免了电热水器漏电的危险，也防止了燃气热

水器燃气泄漏导致中毒的危险。据奥维咨询

(AVC)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1-6月，空气能热

水器的销量占比0.3%，而销额却占比5%。这表

明，随着消费升级，品优价高的空气能热水器获得

高端消费者青睐，正成为市场“新宠”。

然而，作为新兴的热水器品类，空气能热水

器虽有诸多优势，但其在北方冬季低温条件下

的使用效率低下的局限也开始暴露出来。目前

市场上大部分的空气能热水器设计正常工作温

度在0-40℃，故空气能热水器在环境温度比较

高的南方表现良好。而在冬季气温只有-10℃

的北方城市，空气能热水器则很难达到预想的

效果。如果气温为-20℃，某些品牌的机组甚至

都不能启动。

针对空气能热水器的适应性缺陷，国内热水

器行业巨头——万和自2006年进入空气能领域

后，依托国内领先的多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独辟

蹊径，创新性推出燃辅一体机、电辅一体机、阳

光热泵等多款空气能热水系统产品，弥补了极

端低温条件下使用单一空气能的不足，实现24

小时不间断供水，达到效率和节能统一，克服空

气能热水器在北方冬季的适应性缺陷。特别是

万和燃辅一体机系列，充分创新运用万和在燃

气领域核心优势，全球首创燃气辅助加热功能，

主机水箱一体化设计，可实现自动切换，有效应

对超低温气候和大用水量家庭，节省能源更多，

适应地域更广;采用更为先进的热力膨胀阀，可

自动调节高温环境下压缩机温度的压力，确保

压缩机不会因为过热而损坏，延长产品的使用

寿命;瞬间加热、持续供热能力极强，能满足热

水、供暖两种生活需求;控制技术先进，具有定

时开机、关机及杀菌功能，使用安全无忧，能在

40-60℃超宽范围内自由设定出水温度，实现了

人性关怀与节能降耗的完美契合。其中，万和

燃 辅 一 体 机 KR23/200Y-A 和 KR23/

200Q100-A，以其高端、舒适、便捷以及大容量

的供水能力，分别在2011、2013年两次夺得热

泵热水器类“红顶奖”。而万和也荣膺2012年度

热泵行业最具投资价值奖。

目前，万和的七大生产基地中的高明杨

和、合肥长丰为新能源生产基地，其中仅已竣

工的高明杨和生产基地一期工程就可实现年

产能空气能热水器 15万台、能源集成热水系

统30万套。而目前正在建设的合肥长丰生产

基地，预计一期建设完成后，新能源热水产品

规模年产能亦可达 5万台。万和已经形成目

前生产规模国内最大、堪称“航母”级的新能

源热水产品基地，空气能热水产品的产能优势

明显。以燃气热水器起家的万和，现已成为国

内热水器、厨卫电器、新能源热水系统制造领

先品牌，“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广东省节能环保燃气具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均落户万和。以己之

力践行企业低碳发展的社会责任，致力清洁

能源 (燃气)及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空气能)的

创新、高效利用，打造“全球领先的燃气具以

及生活热水系统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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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和新型空气能热水器发展迅速 克服使用局限

现状：昨日，记者采访了今年51

岁的朱银凯。“身体比起前2年好多

了，然而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也一直

困扰着我，但是我离不开这群可爱的

孩子。”朱银凯说。朱银凯在同事们

的眼中是一位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

责的教师。“他即使生病期间也从不

请假，都是在课余时间或午休时间去

医院接受诊疗。”王集镇小学的校长

牛汉卿说。

据了解，2008年，朱银凯辞去校

长职务，回到家乡朱大庄小学任教。

朱银凯在这所小学任教期间病情一

天天加重，他还坚持代课，并义务承

担起图书管理工作。看看教室门锁

上没上，电灯、电扇是否关上，哪位学

生的自行车忘在校园，还有没有学生

待在学校里，成了他每天的牵挂。今

年8月19日，他和学校的老师整理清

洁教师卫生，搬桌子不慎踢坏右脚的

大拇指，20日至23日去界首参加教

师听课培训，他瘸着腿坚持去听课。

他说：“对于我们在乡村教学的教师

能有这样的一次听课学习的机会，那

是很不容易的！”

愿望：王集镇朱大庄小学已经开

学了，根据学校的情况，朱银凯老师

挑起了五年级语文课的教学工作。

朱老师尽管身体不好，但他希望留在

三尺讲台。“朱老师带领的班级班风

严谨，为学校在镇里连年取得名列前

三的好成绩。他本人因教学成绩突

出获评先进。”王集镇中心校校长李

学才介绍说：“2013年、2014年度，因

教学成绩突出，王集镇中心校先后两

度授予朱银凯优秀教师称号。”

陈慧芬 巩彬 记者 杨文艺

疾病缠身9年，
他一直没离开三尺讲台

人物名片：界首市王集镇朱大庄

小学老师 朱银凯

报道回放：朱银凯从教 30 年，9

年前被发现患有多种疾病。9 年间，

他一直舍不得离开三尺讲台，舍不得

那群可爱的学生，他一边吃药一边坚

持上课。2012年7月市场星报报道了

他的事迹。

2014年9月，傅言明和他新学期的8个学生

扎根深山呕心沥血，他们点燃未来希望

现状：在第30个教师节到来之前，郭岳陆续收到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生的祝福。他用手抚摸着学生们寄来的礼物和贺卡，

听家人为他读着信件上孩子们感恩的一字一句，欣慰地笑了。

1990年，郭岳发现自己的视力骤降，而且每况愈下。经医生

诊断，他患了“视网膜晶体状变性”。患病后，郭岳到处求医问

诊，但是病情仍日渐恶化。3年后，郭岳彻底失明了。为了继续

从事教育，他申请从郭庙中学调到了郭寨小学带五年级语文。这

一年，他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在郭庙乡名列前茅。

因为失明，郭岳在教学中可谓困难重重，但他自有他的“秘

密武器”：一台老式复读机，几盘磁带和一部手机。复读机、手机

中，有课文的录音、教辅资料录音，还有不少文学作品的录音。生

病后，妻子成了郭岳的眼睛，她把课文读出来，郭岳会用复读机录

下来。改作业批试卷，郭岳会采用“面批”的方式。

愿望：“和学生在一起，我很快乐，我还想再教几年。”尽管遇到

的困难数不胜数，但郭岳从未想过放弃，今年他担任着郭寨小学三

年级班主任，班上有26名学生，每周他要上15节课，一节不落。

郭庙中心学校校长李安国感慨地说，郭岳的身体状况是符合

相关退休规定的，但他一直不肯退下教学一线。

记者 刘海泉

坚守讲台21年“盲教师”还想再教几年

人物名片：太和县郭庙小学语文教师 郭岳

报道回放：50岁的郭岳24年前，视力骤降，求医无果。3年

后，他成了盲人。21年来他坚守三尺讲台，将知识传授给一批又

一批的孩子们。6月5日，市场星报曾报道了郭老师的感人事迹。

现状：周自余既是校长也是老师，他和邹兴家老师每天都会

护送孩子上学，放学也陪送他们回家。学校建成几十年了，周自

余老师每天都是如此。

昨日，记者再次翻过几个山头，来到巢湖市散兵镇大岭村小

学时，57岁的周自余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山里的孩子实在太苦，有条件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出去了。”

下课后，周老师和记者攀谈起来，他说，自己在山里任教已经有30

多年。早年这个学校还有100多名学生，后来学生人数逐年减

少。如今，只有5名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学校只能开设一、二两

个年级。

周老师说，由于这5个孩子分别来自两个自然村，距离学校

都有两里路，山路不好走，为了孩子们安全，每天上学和放学，他

和邹兴家老师都护送这些孩子们。

周老师说，这几名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因为条件简陋，他们会在

课余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丰富孩子们

课外生活。

愿望：周自余说，再过几年他就要退休了，自己也不知道这

个学校还能不能办下去。但是，他希望社会能够给大山的孩子多

一点关爱。 记者 张发平

2名老师托起5个孩子求学梦

人物名片：巢湖市散兵镇大岭村小学教师 周自余、邹兴家

报道回放：2013年市场星报报道了巢湖市散兵镇大岭村小学

周自余和邹兴家老师及7个学生。

现状：今年9月1日新生开学，双桥教学点共有8名学生前来报到，学

生中有几个熟悉的面孔，三年前面对记者的镜头，他们还十分害羞，如今站

在傅老师的身边乖巧了许多。

双桥小学只有傅言明一个老师，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的各项规章

制度，办公桌上摆放的是整整齐齐的作业本和备课笔记。每学年，在中心

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常规工作评估中，傅言明总是“优秀”。

当记者问及傅老师新学期有什么心愿时，善良的他依旧将目光放在

这些孩子的身上：“这些孩子的父母长年外出打工，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

关爱。”

愿望：“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就坚守在这里，因为我爱学生，我

爱教书育人这个职业。”今年对于傅言明老师是特殊的一年，7月份他正式

办理了退休手续，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学校和家长的一次次挽留，让这

位步入花甲之年的老师再次站上三尺讲台，一个人在艰苦偏僻的“微校”继

续坚守着。

记者 程兆 文/图

“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就要坚守”

人物名片：金寨县青山镇双桥小学教师 傅言明

报道回放：2011 年 9 月，星报刊登傅言明一人坚守学校 24 年的

故事。

2011年9月5日报道的傅言明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