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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小巷铺上了道板，部分台阶开始了整修

养管来修路，居民乐开花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孙淑玉) 本报13日C12

版报道了黄山北社区文化
十一巷内路面坑坑洼洼，
一年摔伤20人，居民盼着
有人帮忙修路一事后，引
起市城管局养管处的高度
重视，当天养管处拍板答
应帮居民把路修好。26日，
记者在黄山北社区看到，
养管处的工作人员已到
位，在进行一定的路面清
理之后，开始帮居民修起
了路。

“养管处的工作人员
早就开始忙活了，这会道
板都开始铺设了！”26日一
早，黄山北社区居委会侯
主任给记者打来电话说，
上周开始养管处已经组织
工作人员到小区内清理路
面，部分小巷内已经开始
铺设道板，今天要开始对
部分台阶进行整修。

26日上午，记者在文
化十一巷的小巷内看到，
工人们正忙着对清理过后
的小巷铺设道板，新铺好
的道板看上去既平整又光
洁。在23号楼附近，工人正
埋头对破损的楼梯进行整
修，部分修好的楼梯旁还
拉上了小红旗警示。

“这下终于不用摔跤
了，出门方便多了！”家住
文化十一巷19号楼的付女
士说，她从1979年就在小区
里住，看着道路一点点破
损，却一直没人来修，这下
养管处不仅主动接下了这
个“烫手山芋”，还主动快
速地给居民修路，乐坏了
不少居民。

“没事我们就出来守
着，免得被人踩坏了。”今年
74岁的王老太太自从开始修
路，就坚持天天出门守着刚
修好的楼梯，遇上工作人员

少点啥工具，她总会立即跑
回家找来送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
少居民都自发出来看护新
修好的道路，有的居民还
主动和工作人员沟通该在
哪里添点啥东西。为支持
工作人员修路，黄山北社
区居委会还特意给工作人
员准备好了水。

记者随后从市城管局
养管处了解到，此次修路
将为文化十一巷的多条小
巷铺上近1000平方米道板，
并对原有台阶进行整修，
没有台阶的小巷将增设新
的台阶以方便居民出行。
此外，小黄山附近一条坑
洼小路待天暖和之后，也
将重新铺设沥青，并为小
区广场新增路灯。记者了
解到，仅这三项耗资就将
近20万元，款项将全部由
市政养管处垫资。

老两口轮流值班，守候修好的台阶
今年80岁的乔老先

生和74岁的老伴邹老太
太是黄山北社区的老住
户，看着一点点修起来的
新路，老两口心里没少跟
着高兴。为了保护好新修
的台阶，老两口还轮流

“值班”守候了起来。
“把绳子扯直点围

上台阶，免得刚修好就
被踩坏了。”乔老先生一
边跟老伴搭话，一边将
手 中 的 绳 子 塞 进 墙 缝
里。“能有个小红旗就更
显眼了！”乔老先生说。
而一旁的邹老太太则忙
着在木板上写字“停止
步行”。“我们写也不知

道有没有用，就希望大
家先绕着走，等台阶干
了就好了。”

不仅在现场帮忙，
老两口还经常四下巡逻

“值班”守候，就怕有市
民不注意踩坏了修好的
台阶。

本报记者 孙淑玉

10强亮剑之“从众六个菜”———

成绩稳居前三的老牌劲旅
本报记者 毛旭松

2 5日，由烟台市体育
局、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烟台市篮球协会主办的
2 0 1 2年HBA春季联赛首
轮 比 赛 中 ，各 队 相 继 亮
相，为观众奉献了5场精彩
的比赛。

前两期“10强亮剑”介
绍了参赛的苏泊尔海港队
和挑战者队，今天，我们来
认识一下HBA传统老牌强
队——— 从众六个菜。

相比很多篮球队以虎、
豹命名，从众六个菜的名字

则多了几分文雅。可别小看
了“从众”两个字，里面的学
问可大着呢！

“从众”代表“从心开
始，众志成城”，是球队的口
号。再者，“从众”两个字凑
在一起，正好是五个人，
代表篮球场上的五名球
员。另外，“从众”两个字
竖着写体现了篮球2 1 2阵
型。简单的两个字蕴含的
内容非常丰富。

那为啥叫六个菜呢？原
来从众队的赞助商是六个
菜饭馆。

从众六个菜是HBA联
赛中的老牌劲旅。据球队
领队杨波介绍，球队已经
有 6年多的历史，在HBA

联赛成立之前就已经存
在，球队的规章制度也相
对完善，还请了专门的教

练指导技战术。
“相比于其他球队，我

们队年龄偏大一些，最大的
有4 5岁，大部分在3 0岁以
上。球队的弱点是年龄偏
大，跑动慢点，但球队优势
在于经验丰富。”杨波说，球
队这些年成绩稳定，一直稳
居前三甲。

从众六个菜队队员来

自各行各业，有部队军官、
个体业主、交通警察等。
平日私底下关系很铁，逢
年过节都带着老婆孩子在
一起聚会，一些球员的婚
礼也是由队友前后张罗。

“平时工作忙，能有这么个
团队，既能放松工作上的压
力，又能强身健体，真不
错！”杨波说。

虽然我坐最后一排

也要给老人让个座
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上

突然上来一位70岁的老人，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让
座的竟然是坐在最后一排
的一位乘客。2 6日，网友

“jw96666”在17路论坛发帖
讲述了他的公交让座经历。

“ jw96666”说，当天他
在塔山门口乘坐了47路公
交车，车辆行驶到胜利路今
日花园站点时，上来一位大

约70岁的老先生，手里还拄
着拐棍，当时车上没有一个
空位，他坐在最后一排。老
先生就在前面站着，旁边坐
的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当
时司机师傅还播报请给老
人让个座，但是车厢里没有
一个人给老人让座。

最后他实在看不过去
了，就走过去扶着老先生到
后面坐，老先生嘴里一直说

着感谢的话。
帖子最后“ jw 96 6 6 6”

说，烟台是个文明城市，每
个人都应该养成尊老爱幼
的好习惯。“人都有老的一
天，如果是你，你心里是什
么感受。我始终相信好人会
有好报！”

@白色谎言：刚从海边
回来的公交车上，就没人给
孕妇让座。我坐在后面，让

了。
@老百姓比天大：舆论

这个东西不能一边倒，但从
让不让的角度来讲，让是一
种美德，不让是天经地义。
再从礼节来讲，有的人给他
让了座，他懂得感恩，也会
薪火相传，有的人给他让了
座，他感觉这是应当的，这
种人就不该让。
本报记者 侯冬冬 整理

老人戴顶鸭舌帽

点名要找“调解室”
原来他跟儿子闹了矛盾，想找人说和说和

本报3月26日讯 (通讯
员 曲均璐 李佼倩 记
者 孙淑玉) 一个耄耋老
人，头戴鸭舌帽，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来到派出所，点名
要找“调解室”，见不到专门
负责调解纠纷的民警坚持
不肯摘帽说话，这是为啥？
原来，老人和独生子闹了点
矛盾，父子俩说不上话，就
希望有个人能从中说和说
和，让父子俩重归于好。

找人说和为啥还得带
上鸭舌帽，不是专门的调解
民警坚决不开口这又是为
啥？原来，已经82岁的黄老
汉有点不好意思，害怕“家
丑外扬”，这才头戴鸭舌帽
悄悄出现在派出所。

黄老汉家住莱山区解
甲庄街道，年轻时曾做过干
部，如今膝下只有一子，老
人望子成龙，对儿子有着很
高的期待，眼见着儿子30多
岁了，事业一直未见起色，
老人心急了难免忍不住唠
叨几句。

一次争吵时，黄老汉无
意间说了句儿子不争气，而

正是这句气话就此埋下了
“祸根”。工作正处在不顺心
阶段的儿子，从此心里有了
疙瘩，觉得自己养家糊口本
来就不容易，老父亲不理解
也就算了，还给扣上个不争
气的“罪名”，真是气人。儿
子越想越气，对老父亲也越
看越不顺眼。

事情的爆发出在孙子
的电脑上，眼见着孙子一天
天长大，黄老汉一高兴给孙
子花了4000元左右买了台
电脑。本来是想做个好人，
没想到儿子却嫌有点浪费，
嘀咕了几句。这下黄老汉不
愿意了：“我花钱给孙子买
东西，管你啥事？”儿子也恼
了：“孩子才多大，就舍得花
这钱？”一来二去，父子俩就
吵了起来，争吵间儿子用手
推了一把，黄老汉摔倒眼眶
受了伤。这下父子俩彻底闹
僵了，俩人自此不说话了。

眼见儿子不跟自己说
话，黄老汉心里着急却拉不
下脸，无奈之下只得找民警
帮忙。在民警的调解下，二
人重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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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跟邻居产生了一点小摩擦，或许是孩子太调皮
老惹麻烦，您身边总有这样那样的小矛盾、小摩擦，这些家
长里短的事一旦有人给调解调解，就很好解决，就会成为
平凡生活中的一点调味剂。如果您身边有些家长里短的小
故事，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说说吧！征集热线：
15264520357。

如今，养管处的工作人员来修路，居民脸上乐开了花。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以前，小区里的道路坑坑洼洼，好多老人经过都小心翼翼。 本报
记者 李泊静 摄

从从众众六六个个菜菜全全家家福福((图图片片由由球球队队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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