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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广场

关注社区居委会换届
一年一度的社区居委会换届又到了，“小巷总理”们是如何面对换届，换届采取何种

方式，居民反应如何？今日，本报推出“关注社区居委会换届”系列报道之十。

格芝罘区

今年还将主推“一社区一品牌”
重点放在为居民办实事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孔

雨童 实习生 张露) 随着
芝罘区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

活动接近尾声，各社区工作
人员投入到了新的一年工作
中。记者走访了解到，去年在

芝罘区主推的“一社区一品

牌”活动依旧是社区工作的

重点。

在翡翠社区，居委会主

任季爱君介绍说，今年社区

推出的品牌是“健康温情”，

工作重点放在居民的健康问
题上。除了安排一系列的健

康讲座，还与口腔医院合作，

在小区的门口建立了义务门

诊，为来往的居民进行检查。

此外，一年一次的老年人运

动会，也是为了让大家多些

运动的热情，增强体质。

“温情共融”四个字，被

写在了大海阳社区居委会

的工作规划中。“让大家在

社区里觉得温馨，让已经被

城市化淡漠的邻里关系更

加融合。”大海阳社区居委
会主任冷晓燕这样跟记者

解释这四个字。记者在社区

规划中看到，一个针对居民

的书屋已经在2月份开始建

设了。“去年11月开放的社

区法律咨询站，以后会利用

得更充分。”冷晓燕说，建立

6个月以来，法律咨询站已

经解决了一百多个法律问
题。此外，在寒暑假期间，社

区将建立快乐社区暑假(寒

假)，家长们可以将小孩送

进社区，有一些大人跟他们

一起交流学习。

“社区活动主要是为居

民办实事，以服务性的工作
为主，希望一次次的活动举

办后，居民的问题能得到真

正的实质性解决，而更能认

可居委会的工作。”南通社

区的周丽萍主任对记者说，

与其他社区不同，南通社区

因为靠近南山公园等公共

场所，更加关注环保，因此

他们的“一社区一品牌”定

为了“绿色家园”，3月份已
在南山公园免费发放环保

袋，今夏还将进行更多的环

保活动。

据介绍，去年芝罘区推

出的“一社区一品牌”引导

了更多的社区开展各具特

色的服务活动，有些已成为
芝罘区基层建设的品牌。

格观海路

种植5万株树木
观海路将成景观带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邓月华) 3日，记者从
烟台市园林管理处获悉，莱山区
观海路等主干道已种植五角枫、

紫叶矮樱等近5万株，“增花添彩”

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届时，观海路
将被打造成一道生态和景观风景
带。

据悉，根据近几年北京、天
津、上海等地绿地改造的成功经
验，“增花添彩”是今后一段时期
市区绿地改造的发展方向。从今
年3月份开始，烟台市园林部门对
市区主干道进行彩化增花工程，

已在观海路等主干道上种植五角
枫、南天竹、紫叶矮樱等近5万株。

“增花添彩”工程主要在观海
路组团式栽植较大规格、季相变化
明显的彩叶及观花赏果植物。春季
布置花色明亮、叶色鲜艳的红花碧
桃、紫叶矮樱、美人梅等；夏季布置
花期较长的造型紫薇；秋季布置美
国秋红枫、南天竹等叶色变化突出
的优秀观叶植物及香味植物桂花；

冬季布置枇杷、香樟、广玉兰等优
良观果、观叶植物。在体育公园周
围，则选择种植较大规格的五角
枫、朴树、酒瓶枣等优良景观树。

届时，市民走在观海路上，将
会看到一个风景旖旎，五彩缤纷
的景观带。

格旅游大世界

护堤石板误掀海中

市民呼吁及早修复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鞠平
实习生 王启凤) 铲雪工人向海
里倾倒积雪，误将旅游大世界护
堤上的不少大石板掀进海里。随
着旅游旺季的临近，许多市民和
游客呼吁及早修复。3日，市政养
管部门表示将尽快处理。

3日，在旅游大世界广场附近
的护堤，有些大石板不知所踪，护
堤变得坑坑洼洼。一位在此看护
公厕的王先生说，去年冬天下大
雪时，铲雪工人向海里倾倒积雪
时，误把大石板给掀进海里去了，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来处理。

一直在此摆摊的吴女士说，

眼看天气越来越暖和，很多游客
在此游玩。可是在这里看海很不
安全，很多人都不敢在上面走。一

位游客说，破损的护堤容易给外
地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希望有
关部门抓紧修复。

记者联系了市政养管处，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他对此事并不
知情，部门也没接到市民投诉。但
是会尽快调查此事，并安排相关
人员对其进行修复，以保证广大
游客的安全。

格莱山区曹家庄附近

一次性化学品桶照样回收
经营者自爆内幕，简单处理后售给部分企业
本报记者 宗韶峰 实习生 郭羽

短短一百多米距离，

堆着上千只废弃的化学品
桶。随处可见的油污、刺鼻
的气味，带来的是无时无
刻不存在的安全隐患。那
么，经过简单处理的这些
化学品桶销往了何处？近
日，本报记者探访莱山区
曹家庄附近的几家废旧化
学品桶收购点。

曹家庄附近的一处

收购点内，堆满了废旧化学

品桶。

宗韶峰 摄

格幸福街道

“五四”大扫除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3

日，幸福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以“清
理环境，扮靓家园”为主题的青年
志愿者活动。来自幸福辖区的60

余名青年志愿者，以清理背街小
巷沿线垃圾、居民小区积存垃圾

和居民楼道堆放物、清刷野广告
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卫生整治活

动。通过一上午的劳动，共清理卫
生死角17处，清理清运垃圾10吨。

通讯员 王元强 摄

格兴港社区

看望老人

近日，幸福街道兴港社区的

义工们来到兴港街37号内2号，

走访看望了居住在那里的宋翠

英老人，给老人送去关怀和问
候。 通讯员 王元强 摄

格奇山街道

清理野广告

3日上午9点，记者在芝罘

区奇山街道塔山社区看到两个
中年人正在清除野广告，清除

完一处后，就开着车向下一处

“进军”。他们是奇山街道办事
处爱卫会的工作人员。爱卫会

主任胡顺福告诉记者，现在“野
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每天早

上八点半，他们就出来“工作”，

一直忙到下午5点多。见习记者

李大鹏 实习生 宋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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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现场

一百多米路

至少5家收购点
莱山区曹家庄的几家废

旧化学品桶收购点，位于烟

台市驾驶员培训中心东面一
个上坡路上。在距离收购点

十几米的距离外，便能闻见

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短短

一百多米路，至少有5家收购

点，路边到处是一堆一堆不

同颜色、不同规格的铁皮桶

和塑料桶，能有上千只。在某

收购点后面一条南北向的小

路上，两大堆桶靠在一栋两

层建筑的墙外，将不宽的路

面占去了一多半。

除了刺鼻的气味，记者

还注意到，一些收购点周围
的路面上满是油污。一些收

购点因为场地限制，将一些

废旧桶直接堆在了路边草丛

里。很多桶上的油污还清晰
可见，一旦引起火灾，借助风

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些收购点都在曹家庄

村北边的公路上，紧挨着村

里的民宅，离曹家庄幼儿园

和小学的距离也不过200米。

格调查

简单清洗后

卖给一些企业
一位姓曹的老板听说记者

要卖桶，没有问要卖的桶曾装过

什么化学品，而是直接询问要卖

的数量。记者说，要卖的桶装过

二甲苯之类的危险化学品，曹老

板似乎并不介意，只是说，只要
是桶，盛装过什么无所谓。

在另一家收购点，一位姓

史的老板同样不介意记者要卖

的桶曾装过什么。当记者说要
卖的桶盛过盐酸时，史老板说，

“回来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桶不漏就没问题。”

当记者问，一些不允许重复

使用的桶是否收购时，史老板指

着院里的一堆蓝色塑料桶告诉

记者，这是上午刚从一家制糖企

业拉回来的盛装糖稀的桶，按规

定，这种桶只允许使用一次。

“这些桶大部分卖给烟台

的一些企业，也有一些食品厂。

像一次性的桶，企业到市场上

买的话，至少要100块钱，我这

边八九十块钱就可以买到。能

用就行，安全不安全都在其

次。”史老板说。

格部门

属无照经营

更无经营资质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莱

山区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明

确表示，曹家庄的几家废旧化

学品桶收购点，均属无照经营，

更没有其他经营化学品的资

质。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商

部门曾接到过群众的投诉，但

要取缔存在一定困难，因为这

种收购点，由于买卖的流动性

很大，取证很难。

莱山区环保局的一位工作
人员称，部门已接到居民投诉，

并同时将情况告知了工商部
门，一旦掌握相关证据，将依法

联合取缔。

据一位多年从事化工生产
行业的人士透露，化学品桶，特

别是盛装过危险化学品的容器，

处理途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

原料供应商直接进行回收，另一

种是送到有相关处理资质的企

业进行专业性处理，用专业的方

法来清洗容器。而对一些只允许

一次性使用的容器，只能进行

销毁处理，绝对不允许再次进

入流通，更不能流入食品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