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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飘进屋，音响震耳欲聋，治理不断反复———

烧烤让沿街小区居民喊“受伤”
鞋子穿十多天便断线

商家维修并赔偿百元
本报3月29日热线消息

(记者 郝文杰 通讯员
崔秀珍) 名牌运动鞋穿十
几天鞋面断线，索赔遭拒。3

月12日，广饶消费者刘女士
在消协协调下获赔100元，
商家还将运动鞋免费修好。

1月28日，广饶县消费
者刘女士在县城某超市以
29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双名
牌运动鞋，穿了十几天后，
刘女士发现鞋面有一部位
出现断线问题。刘女士找到
商家要求换新或退换，但超

市工作人员答应只给维修，
双方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
致意见。无奈，刘女士于3月
12日投诉到广饶县消费者
协会。

消协接到投诉后，工作
人员对刘女士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商家承认了该
运动鞋有一定的质量问题，
并向刘女士赔礼道歉。最
终，双方本着相互谅解的原
则，达成如下协议：商家同
意补偿刘女士100元，并免
费修好运动鞋。

本报3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张
婧婧） 天气逐渐升温，露天烧烤摊
火爆起来。三五个亲朋好友吃着烧
烤，喝着扎啤，聊着天儿，是不少城
市夏天的独特“风景线”。可就是这
道“风景线”，给附近居民带来了不
少烦心事。

29日，章先生给本报打来热线反
映，西城燕山路一品花园小区附近
的烧烤摊每到晚上都会飘出大量油
烟，整条马路都乌烟瘴气的，“特别
是夏天刮东南风，全飘进屋里了。”

29日，记者来到燕山路上的烧
烤街。在这条南北长约200米的马路
上，密密麻麻开着五、六家烧烤店，
几架烧烤炉连在一起约有三四米
长。为了驱赶烧烤带来的油烟，店
主还自制了通风扇。两侧烧烤店的
几台通风扇同时工作，马路上，瞬
时像下雾一样。

小区居民陈女士也为这事苦恼
很久了，“为了防止油烟进入家里，
天再热都得关着窗户。”陈女士说，
她们向城管反映过，可事情一直没
得到彻底解决。“油烟大还不是最严
重的问题，放的音乐吵得孩子写不
下作业去。”一家烧烤店旁的商户
称，做生意吸引顾客可以理解，但也
应适当考虑居民的感受。

路过的一位市民说：“夏天露
天烧烤是个不错的选择，大多数人
也都冲着这个氛围去的。”他表示，
如果转到室内，去的人肯定就少
了。还有不少市民说出了他们的看
法。孙先生认为，“他们做生意不容
易大家都理解，但要做好监督和管
理，注意卫生啊！”

在这几家烧烤店外，不少老板
选择把桌椅摆在店外人行道上，最多
的一家店外摆了近20张4人的圆桌，这

样近5米宽的人行道几乎被烧烤摊占
满。据了解，有时为了防止雨淋，店老
板甚至在门口扎起帐篷。不少来吃烧
烤的顾客把车停在店两侧的马路上，
让本来不宽敞的马路更加拥挤。

东营区城市管理局执法监督股
的商股长表示，露天烧烤问题一直
处在不断治理、不断反弹过程中。经
过连续三年的治理，油烟、占道经营
等问题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在今年
露天烧烤高峰前，根据以往的经验
已经制定出相关的整改方案：对中
心城区的露天烧烤商户进行普查并
登记，由城市管理局进行组织商户
针对油烟、场地、文明经营等问题召
开座谈会。将烧烤炉转移到室内，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实行无烟烧烤，并
对圈地经营的进行劝阻，尽量控制
露天烧烤的规模，还市民一个安静
的生活环境。

5元一份的菜
半份为啥收3元？

本报3月29日热线消息
(记者 郑美芹) 29日中午，
市民刘先生打来热线称，中
午他在胶州路某自助粥铺
吃饭，结账时发现原本5元一
份的菜，半份收了3元，店员
称这是店里的规定。

29日中午，刘先生跟朋
友在胶州路一家粥铺吃饭。
他当时购买了4样菜 ,加上
主食跟粥应该是19 . 5元。可
收银员要21元，“凡是5元7

元等单数价格的菜，半价都
要规整上去。”

记者来到刘先生所说

的粥铺，盛放菜品的保温柜
台上并没有标注菜品的单
价，只是店员口头说价。记
者随机采访了几个正在吃
饭的顾客，其中一位王先生
称，“一般都是收银员说多
少就付多少，没有询问菜品
价格的习惯。”

记者联系到物价部门，
物价部门的工作人员称商
家有自主调价的权利，但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霸王条
款行为，市民在就餐时应
该主动询问价格，以防造
成麻烦。

清明节，是人们缅
怀英烈、悼念先人、祭
奠已故亲人的传统时
节，29日，垦利县和平
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
自制了清明“新三宝”
纸花、感恩卡、黄丝带，
文明祭祀。 本报记者

顾松 本报通讯员
刘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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