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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格福山银河小区

停车场没停车，竟用来放沙子
居民老不乐意了，可是临近沙堆的两个小区物业都说不知情

本报11月28日讯(实习生
潘铮 记者 苑菲菲) 福

山区银河小区有一个小型停
车场，却停不了车，原来被人
圈占堆上了沙子。居民们都很
不满。对此，临近沙堆的两个
小区物业都说不知情，但表示
将尽快调查，给居民一个满意
答复。

27日上午，记者在银河小
区18号楼后面看到了这些沙
堆。只见一道高2米左右，长约
150米的砖墙围出了一大片空
地，里面堆着许多堆的沙子。
靠墙的地方，沙堆的高度还超

过了砖墙。
刚买菜回来的居民张女

士告诉记者，这里原本是小区
的一个小型停车场。今年年初
的时候不知道从哪来了几辆
大车，一趟一趟地往这里运沙
子。“说是往外卖的，就一直堆
在这儿，一到刮风天，小区里
漫天黄沙，住在旁边的居民家
里也进去了不少沙子。”

居民们说，自从停车场
被占了以后，小区里的车主
只得把车停到自家楼下。不
仅车主不便，其他无车居民
也有意见。后来有居民前去

负责银河小区物业管理的
宋家疃社区居委会 (松霞实
业总公司)反映，对方便在沙
堆周边砌了墙，在沙堆上盖
上塑料纸，并没有搬走的意
思。

据一位知情居民透露，这
些沙子正是宋家疃社区居委
会运到这边的。“这里是我们
小区的公共用地，就算是物
业，也应该征求我们同意吧？
在居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
用停车场，太不应该了！”

“那些沙子不是我们拉
过去的，那块地也不属于我

们管理，是旁边河滨小区的
物业管理，地也是他们租赁
出去的。其他的不知情。”28

日，记者联系到宋家疃社区
居委会时，工作人员给出这
样的答复。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河滨
小区物业管理中心办公室。物
业人员称，他们也不清楚沙子
是谁的，至于那块空地的性质
是公共停车场还是私人所有，
他们暂时也不知道。“相关负
责人现在不在，我们会尽快调
查清楚，再给居民一个满意的
答复。” 原本的停车场现在堆满了沙堆。 潘铮 摄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侯艳
艳) 近日，不少市民来电咨询，家
中的地板吱吱作响。地板铺装后为
何会产生响声，如何避免这一问
题？记者采访了宏耐地板的专业人
士。

28日，市民李女士反映，家中
的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经常发出吱
嘎的响声，希望本报帮忙解决这一
问题。

据宏耐地板的专业人士介绍，
这些响声是地板的侧边与榫舌、榫
槽摩擦产生的。“地面不平整是产
生响声的原因之一。”这就需要市
民在铺装地板前先测量地面的平
整度。此外，地板铺装后，由于家具
及较重的物品在房间两侧对称摆
放，地板被压住无法窜动，可能会
产生响声，因此重物尽量放在一
侧，从而保证地板另一侧自由运
动。

29日，本报记者将跟随宏耐地
板维修队走进市民家庭，继续进行
入户检修活动。

本报现面向芝罘区和莱山区
诚征“孤儿”地板，如果你家的地板
已无法找到原厂商，且面临维修困
境，请致电：18706459765。为方便维
修，报名时请将地板破损图片传到
邮箱：651778226@qq.com。本次活动
历时3个月，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
市民致电本报，本报对信息进行汇
总后，将一一入户进行维修。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苑菲
菲) 别家小区都忙着绿化，自家
所在的小区里面长了多年的松树
却被移走，这让海滨小区的部分居
民想不通。28日，记者了解到，原来
是有小区居民投诉树木挡光，被园
林部门移栽到别处了。

海滨小区的王女士日前发现，
小区农贸市场小路两边，生长了多
年的十多棵松树突然不翼而飞了。

“以前买菜路过的时候，两边的树
可密了！”

对此，市园林绿化处的工作人
员解释，因紧邻树木的居民向园林
部门反映松树挡光问题，要求砍掉
这些树木。但因松树年岁很大了，
园林部门没舍得砍，便同辖区居委
会协商后，由园林部门移栽到金沟
寨立交桥下的公共绿地中去了。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 老父亲不幸患上白血
病，近两年来不管遇到多少困
难，女儿一直坚持陪伴父亲治
病。为救父亲，已经33岁的她硬
是决定暂不结婚。女儿的孝心
打动了不少好心市民。近日，一
位神秘好心人给杨绍虎一家送
来两幅藏画，希望能帮助他们
一家。

今年已经62岁的杨绍虎是
海阳市农广校的一名老师，去
年 4月查体时检查出患了白血
病，就一直辗转在海阳和烟台
市几家医院治疗。不到两年的

时间内，先后花去 2 0多万治疗
费。杨绍虎曾几度想放弃治疗，
但女儿一直陪在他身边，坚持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给他
治病。

为了帮父亲筹款，杨绍虎的
女儿曾通过手机短信、微博等方
式求助，也曾先后得到部分好心
市民的救助。但相对于高昂的治
疗费用而言，这些无异于杯水车
薪。

24日，杨绍虎的女儿突然接
到电话，一名神秘男子称在网上
看了杨绍虎一家的故事后很受
感动，想给他们一家提供点帮

助。
“约在一家银行见面，那个

人给了东西后就走了。”杨绍虎
的女儿告诉记者，这位神秘的送
画男子年纪在50岁左右，身高约
1 . 7米。

“他很低调，什么都不肯透
露。”杨绍虎的女儿说，男子打电
话时用的是公共电话，见面时也
只说两幅画是自己多年的收藏，
价值不菲，可以将画卖掉后用于
杨绍虎的治疗，之后便什么都不
肯透露。

28日下午，记者在毓璜顶医
院见到了神秘人送来的画，一幅

是石森的“节高物固”图，一幅是
现任中国书画艺术人才研究会
会长吴东魁的竹子画。记者了解
到，吴东魁的《铁血冰心傲骨
魂》、《菏泽牡丹甲天下》、《紫霞
垂落春深处》等画作，曾在拍卖
会上以68万、15万、10万等价格被
拍走。

“我们一家人很感激这位好
心人，后续治疗费用没办法筹
齐，我会考虑卖掉这两幅画给父
亲治病。”杨绍虎的女儿说，她现
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尽快帮父
亲筹到治疗款，她希望父亲一直
能和家人在一起。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曲彦霖) 25日，南山世纪华
府2号楼的一位业主家里往外
渗水，恰巧被巡视的一位“管
家”发现。这位“管家”立即电
话联系了业主和南山物业工
程部的工作人员，把问题给
解决了。原来是楼上有住户
家的下水道堵了。

这里的“管家”是物业的
工作人员，相当于“楼长”。据
南山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一直实行“一个电话人就
到”的管家管理模式。小区里
现在有8位“楼宇管家”，每个
人负责两栋楼，每位“管家”
的联系方式都贴在单元公告
栏上，业主有问题可以随时
联系，“管家”会第一时间到
现场协助相关工作人员解决
问题。

28日，在2号楼的公告栏
上，记者看到了“管家”的联系
方式，还有他们的工作要求：每
天对所分管的园区、单元、夹
层、地下小棚、消防通道等进行
日常巡视工作，对分管的装修
业户进行督导检查。

“管家”侯女士告诉记
者，如果没有紧急情况需要
处理，她一般会上下午各巡
视一遍自己负责的区域，差
不多巡视一个单元要二三十
分钟。“平时住户有问题，我
们能解决的就尽量去解决。
除了解决问题，还要和住户
沟通。”

“你们小区有楼长吗？”“楼
长？我们楼好像没有楼长吧！”在
一些新建小区，当问及楼里有没
有楼长时，大部分居民都说没有。

乐天国际公寓的供暖问题一
直困扰着住户，物业统计楼里要
求供暖的住户，结果没有达到供
暖比例。“有的住户不知道，或因
为其他原因没去报名。工作人员
当时挨家挨户去敲门，要是有楼
长就好了！”公寓物业工作人员
说。

记者发现，在新小区，很少有
人愿意当楼长，大部分新小区都
出现了“楼长荒”。

一位新小区的物业经理坦
言，如此情况在一些年轻人聚集
的新小区里特别明显。因为楼长
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所
以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干。

然而，不少新小区的物业都
希望有楼长。他们认为，楼长虽然
没有实权，但是在小区治理中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

南山物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虽然现在公司招聘
的年轻“管家”人员流动比
较大，但公司的这种“管家”
模式会长期持续下去。

天合城祥隆物业的工
作人员称，“管家”人数可能
会有所调整。“管家”与业主
在生活中难免有些摩擦，例
如之前“管家”帮业主代领
快递，结果内部物品损坏，
造成了一些矛盾。现在如有
类似需求，业主要签委托
书。制度正在逐步完善。

物业聘请“管家”管理
小区，居民是怎么看待这种
模式的呢？记者调查发现，
有些业主对这种模式持赞
同态度。“感觉很放心，而且
可以直接电话联系到人，很
方便。”

有些业主则不这么认
为。“自从住在小区也没有
给管家打过电话。这种管家
模式好像不太适合我。”一
位老先生说。

一家小区物业负责人
则对此表示担忧，这是一
种新生事物，不知道适不
适合小区管理，能不能推
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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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位位““管管家家””正正在在对对楼楼里里存存在在的的问问题题做做记记录录。。 曲曲彦彦霖霖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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