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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果树被喷莫名液体；一个月后，枝丫枯黄萎顿

谁“动”了我的无花果树？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王

敏 通讯员 刘军) 11月13日，莱
山区凤凰小区为小区妇女举行了每
年例行性的社区免费妇科检查。

在凤凰社区卫生服务站，上午不
到八点，便有小区妇女来进行体检。

据莱山区计生办的杨小姐介绍，体检
分为B超、乳透和常规妇科体检三
项，体检对象主要是本小区的、50周
岁以下的已婚有夫妇女，如果年龄高
于50周岁，也可以自愿来进行检查。

与以前的体检不同的是，此次妇科检
查将实行正规化管理，检查前先要进
行指纹采样登记，以后将纳入莱山区
计生办档案管理。

一位刚体检完的王女士说，这是
她连续第三次来社区检查，虽然每年
都到医院进行体检，但还是愿意再来
社区检查一下看看，“有小病小灾的
也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毕竟身
体健康比什么都好。”

凤凰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刘
军告诉记者，居委会为小区内的妇女
存有健康档案，为持有本地户口的小
区妇女每年例行两次免费体检，对于
在小区内居住的外地户口的妇女，只
要愿意，也可以登记后进行免费体
检。在谈到小区居民体检的积极性
时，刘军感叹道，小区居民大多有自
己的工作单位，很多人每年在单位体
检后，便不再参加社区体检，社区的
卫生服务站离得近，比较方便，体检
免费，而且不需要占用大家很长时
间，她希望小区妇女为了自身的健
康，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体检，做到对
疾病的有效防治。

关心小区妇女健康

凤凰小区

进行妇科检查本报11月14日讯 (见习

记者 梁莹莹) “啊你哦哈赛

要，我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普
查员，想向你了解一下你们家

的情况。”这是人口普查期间，

黄海街道办事处岱山社区的

人口普查员麻光华最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为了更便于人

口普查，第二次参加人口普查

的她专门学习了韩语。

麻光华这是第二次参加

人口普查工作，“生活水平提

高了，房子多了，流动人口也

多了，人口普查的难度越来越

大。”她告诉记者，1990年参加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因为住在

这里的基本都是本村居民，彼

此情况都熟悉，入户调查比较

容易。

近几年来，来烟台经商的

韩国人越来越多，“社区周

边的很多商店都是韩国人

开的。”麻光华指着路边一

排排挂着韩语招牌的店面

告诉记者。

说起社区的人口情况，麻

光华脱口而出：“岱山社区有

2000多户居民，外来人口有600

多人，其中韩国人有145人。”

麻光华告诉记者，由于语言

不通，生活习惯不同，韩国人与

本地居民的沟通一般比较少。所

以入户调查情况时，有的敲不开
门，敲开门也找不到人，找到人

也不配合。“现在人的防范意识

太强了，尤其是有些韩国家庭不

熟悉本地的情况，遇到陌生人敲

门他们都很警觉。”麻光华无奈

的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入户难的问题，

64岁的麻光华专门找来韩语

老师学习韩语，“现在我会简

单的会话，打招呼一点问题也

没有。”麻光华笑着说。

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学

习，她已经熟练掌握了基本的韩

语会话，而且关于韩国的基本礼

仪也学了不少，“韩国人的习惯

与我们很不同，我们去别人家光

着脚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

进韩国人的家，赤着脚就比较礼

貌，风俗习惯太不同了。”麻光

华说，经过韩语培训、礼仪培

训后，入户难的问题得到了很

大改善，虽然也会遇到不配合

的情况，但登记工作一般都能

顺利解决。

麻光华告诉记者，十年来

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
普查工作也更加人性化，人口
普查员的工作更细致，“这两

段人口普查员的经历对我来

说弥足珍贵。”麻光华颇有感

触说。

间隔10年，和人口普查再次“约会”

为入户，64岁普查员自学韩语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冯荣达) 十几年来，一直吃

着自己种的无花果，谁想到今

年10月份再去摘果，却发现近

一半果叶不知被谁喷上不明

液体。现在，这棵无花果树一

半长满果实，绿意盈盈，一半

枯黄萎顿。最近，这样的奇怪

事就让黄山南社区的王孝玉

老人给碰上了。

11日下午，记者在黄山南

社区遇上王孝玉老人，在王老

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这棵被

“动”过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

种在一个小花园里。小花园不

大，大概十平方米，长条形竹

批作围栏，里面分上下两层，

种有蔷薇、月季、牡丹、香椿、

紫罗兰等花木。种在花园南头

的无花果树高约三米，枝丫茂

盛，有粗有细。靠北园门的将

近一半枝丫上的果叶都已发

黄枯萎，另外的枝丫则绿意盈

盈，上面还长有果实，两边形

成鲜明的对比。

“不知道是谁给喷上什么

东西了，才成了现在这个样

子。”王孝玉老人告诉记者，一

个多月前的一天早上，他打算

到花园摘点无花果吃，走到园

门发现，地上湿漉漉一片，都

是白色的液体，也不知道是什

么东西，抬头看无花果树，树

上竟然也有。“你看现在液体

干了之后，还留下很多痕迹。”

王老指着一块水泥地对记者

说。记者看到园门周围的水泥

地上，有很多白色的斑斑点

点，看起来像腐蚀的痕迹。

王老告诉记者，十多年

前，这里是一片荒地，那时候

他刚退休不久，就把这片荒地

给开垦成一个小花园。“当时，

锄草、填土、整地，花了大概一

个月时间，费了不少心血。十

来年了一直没出现什么问题，

谁想到今年就出了这么一件

事。真是奇怪，我又没得罪

人，真不知道这棵树碍着谁

的事了。”

一半盈盈一半枯的无

花果树。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一调查显示部分烟台市民不重视早餐质量

老年人偏爱油条 上班族边吃边工作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赵鑫)

13日上午，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

101-5班的同学在烟台市南山公园

开展了“健康早餐行”的志愿者活

动。这项活动主要是向市民发放调

查问卷，了解烟台市民吃早餐的习
惯。通过调查发现，烟台人吃早餐

还存在一些误区。

据本次活动负责人陈俊男介绍，

该活动在大学校园内开展过一次，调

查发现，校园内很多人不重视早餐质

量。“我们认为这是普遍情况，所以将

这个调查推广到社会。”

本次问卷共设计了12个问题，调

查对象涉及青少年、中青年和老年。

现场发出问卷1000份，收回846份。

根据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
示，烟台人对早餐还是很重视的。

65%的市民都能保证每天吃早餐，

其余35%的市民，每周至少也会吃
2次以上的早餐。

虽然每天都吃早餐，但是能做

到科学用餐吗？据调查，烟台市民

在选择早餐搭配时呈现多元化。青

少年、中青年多偏睐牛奶、面包和

鸡蛋；而老年人则爱吃油条、豆浆

这类传统早餐。“这项调查结果让

我们比较欣慰，选择多元化表明市

民非常重视早餐，但也存在隐忧。

牛奶、鸡蛋虽然营养高，但不利于

吸收；油条、豆浆虽然好吃，但没有

营养。”陈俊男为了做这次调查，认

真研究了早餐的合理搭配，“建议

大家在早餐中加入少量水果或蔬
菜，这样不仅有利于补充维生素，

还能促进营养吸收。”

另外，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
上班族都选择在路边摊点或路上

吃早餐，有的人甚至边吃边工作。

“在路上吃早餐很不卫生，而边吃

边工作，一心二用，也不利于消
化。”陈俊男表示。

针对这个调查结果，市民冯先

生坦白，自己确实没有很重视早餐

质量。“平时在单位用早餐，食堂提

供什么就吃什么，没想过要合理搭

配，也没有时间。到了周末比较空
闲，做点自己喜欢吃的，也没认真

考虑过怎么吃科学。”

“我们想通过本次活动，引起市
民对早餐的重视。”志愿者小组成员

为每位参与调查的市民送上了一份
“健康早餐食谱”。不少市民也在海报

上写下自己的“健康宣言”。“希望在

活动的带动下，能让大家拥有好的饮

食习惯，健康吃早餐，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