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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2 月 20 日讯(记者 刘云菲) 最
近随着天气转暖，东昌湖上一跨湖的双拱桥因
为有近 70 度的斜坡，竟然变成了滑梯。不光有
孩子，还有大人也加入了玩“滑梯”的行列。

20 日下午，在东昌湖名人岛附近的跨湖
双拱桥桥顶上，聚集着很多人玩“滑梯”。拱桥
的桥坡很陡，坡度在附近所有桥中相对比较
大，接近 70 度。桥四周是坚硬的大理石栏杆，
桥中间是层层台阶，两边各有大约 1 米多宽的
行车道，走上去很滑，被当做“滑梯”的正是这
行车道。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玩“滑梯”的人群中不
仅有孩子，竟然还有很多成年人。其中，一位 30
岁左右的男士带着孩子和老婆，坐在自带的纸
壳子上，从桥顶滑了下去。

桥上的人玩得刺激，桥下的人看着却很揪
心，根本不敢靠近桥边。几名男孩站在桥上玩
轮滑，桥下正好站着一名小女孩。就在男孩准
备滑下来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看到，急忙把孩
子拉到一边，生怕被他们撞到。

市民刘先生说，这座桥建起来没几年，刚
开始没几个人来这里玩“滑梯”，后来才逐渐多
起来。有时他也会忍不住在四周的绿草里捡块
纸壳子上去玩。“满地都是，他们玩完就扔在这
里，挺好玩，我还带孩子一起玩过，孩子可喜欢
玩了，每回来这里都玩一次。”

市民邹女士却不敢接近桥下，她认为这样
玩看上去很开心却很危险。桥周围都是石头栏
杆，稍不小心就能碰上，玩“滑梯”速度快、惯性
大，一旦碰到上面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玩很
危险，孩子每次要玩，我都带着他赶快走，这要
是出点事还了得。”

近 70 度高的拱桥竟成了滑梯
不光孩子还有大人玩，您有什么好办法制止？欢迎致电 8451234 说说

20 日，水城集团综合治理大队队长
董强说，双拱桥建成有一年半了，冬天
常有人在桥上滑冰，天一变暖就有人

“玩滑梯”、玩轮滑。
董强说，按照水城集团的管理规

定，不允许在桥上玩这些危险的游戏。
“曾经有人在桥上滑冰，不小心掉进了

湖里。”董强说，桥周围虽有栏杆，但桥
坡度太大，是周围桥中最陡的一座，接
近 70 度，一旦掉进湖里有生命危险。

“我们经常巡逻监督，发现有人在
桥上玩就劝走，可往往不能及时发现。
另外，市民拿着纸壳子和塑料袋，玩完
了就把这些东西扔在桥边，还有的扔进

湖里，污染了周围的环境。希望市民能
够自觉遵守规定，这也是为了自己的生
命安全着想。”董强说，他们很重视这件
事，准备在桥上设置警告标志。

您有什么好办法制止？欢迎致电本
报新闻热线 8451234 说说。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提醒>>

曾有人从桥上滑进湖里 管理部门将设置警告标志

最近，在企事业单位到大学招兼职
的同时，聊大大二学生小顾也开始在学
校“招工”。谈起招人，小顾说想自己创
业，办一个婚庆服务队。

小顾是聊城大学音乐学院的学生，
目前在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做兼职老师。

“我从大一就开始打工了，生活费和学
费都不跟家里要。”小顾说，给人打工毕
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大学生外出打工
很容易碰到不给工资的情况。目前，更
多的同学不上课时，都窝在宿舍睡觉，
实在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组个团队创
业，既能锻炼自己，还能挣点生活费给
家里减轻负担。

在确定要组建婚庆服务队之前，小

顾考察了好几个行业，发现还是婚庆比
较适合大学生。“一天也就忙一两个小
时，不耽误上课，收入也比较高。”小顾
说，婚庆属于阶段性忙碌行业，生意冷
淡时用不了很多固定员工，碰上扎堆结
婚时，婚庆公司又忙不过来。大学生素
质高、形象好，很受婚庆公司欢迎。

为了招到人，小顾在网上和学校里
发了不少“招工”广告。据小顾介绍，婚
庆服务队的主要工作及日程安排为：

“早上 5 点起床，5 点半左右打车去工
作场所(车费报销)，大约工作 1 — 2 个
小时，工作主要是为婚庆现场服务，布
置婚场等。工资一般为每天 50 — 100
元不等，工作完了就可回学校。”小顾

说，目前他已招到四五个“工人”，由于
没到婚庆忙季，还没拉到一个活。不过，
他已经联系好了婚庆公司，等到三四月
份，婚庆服务队就能正式上岗“营业”。

“其实也不算招工，就是想找几个
有创业想法的同学，一起做点实事锻炼
一下。”小顾说，希望将来能把婚庆服务
队做成品牌。 本报记者 陈洋洋

一大学生欲组建婚庆服务队
目前正在学校“招工”，想联合同学一起创业

本报聊城 2 月 20 日
讯(记者 邹俊美) “前
几天还是两块钱一斤，
今天就变成 2 . 5 元了，
买一棵葱花了一块钱。”
20 日，市民杨女士买葱
时感叹说，最近都不舍
得买葱了。据了解，20 日
城区的干葱批发价格涨
到 1 . 8 元/斤，较年前贵
了一块多钱。

20 日，记者在光明
农贸市场葱批发专区看
到，大片带着黄叶子的
干葱堆了一地，工人们
正忙着把干葱捆成捆。
葱商韩青舟说，四五天
前他去莱芜收葱，逛了
七 八 个 村 才 收 了 2 万
斤，收购价是 8 毛/斤，
拉到聊城一斤要加 1 毛
钱的路费，进市场过磅
一斤加 1 分钱，雇工人
装 卸 车 一 斤 要 加 1 毛
钱，干葱损耗比较多，一
斤要加 1 毛钱，拉到聊
城卖 1 . 1 元/斤以上才
能挣钱。“最近干葱越来
越少，价格一直在涨，今
天都涨到 1 . 8 元/斤了，
一斤能挣七八毛钱。不
过这两万斤明天就要卖
完了。”

葱商崔先生介绍，
聊 城 各 菜 市 场 上 卖 的
葱，基本上都是从光明

农贸市场批发的，光明
农贸市场上有 20 几家
批发葱的商户，一天能
批发出二三十万斤葱。
以前市场上的干葱都是
从莱芜和章丘运来的，
现在那里的葱已经卖完
了，新葱还要半个多月
才下来，不少商贩跑到
天津去收葱。“运费高
了，天津的葱也不多了，
聊 城 对 葱 的 需 求 量 没
变，所以价格一直在涨，
年前一斤 8 毛钱，过了
年从初五开始，几乎是
一天涨 1 毛钱。市场上
也有新鲜的大葱，都是
从杭州运来的，价格比
干葱贵，批发价 2 . 6 元
一斤，零售价卖到 3 块
多钱。”

崔先生说，去年八
九月份葱刚下来时，才
两三毛钱一斤，菜农都
嫌挖葱麻烦，导致不少
葱烂在了地里。“当时我
收了 20 多万斤，前几天
以 1 . 4 元/斤卖出去的，
挣了不少钱。前年葱刚
下来时价格是 1 . 3 元/
斤，囤葱的很多，但是去
年同期葱的价格是四五
毛一斤，囤葱的都赔大
了，今年囤葱的少了，这
也是导致现在葱价格高
涨的原因之一。”

买一棵大葱要花一块钱

批发价已涨到 1 . 8 元/斤，比年前贵一块多

23 日为农历二月二，民间有龙抬头日之说。最
近，2 8 岁的市民黄兴涛制作了一幅长 1 3 0cm 、高
70cm 的剪纸，名为《踏云行龙》，迎接二月二的到来。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龙抬头

不少成年人也在拱桥上“玩滑梯”，还有的七八个人一起滑。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摄


	L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