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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救护车”购物40分钟
120指挥中心：这辆车是“黑救护”，正规救护车只救援、转运病人

本报泰安4月10日讯(记
者 刘来 见习记者 张
伟 ) 一辆泰安牌照的“救
护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
两人进入超市购物，大约40

分钟后才离开。10日下午，
记者在泰安市大润发超市
附近看见这样一幕。经泰安
市120指挥中心查询，该车
不是正规救护车，而是“黑
救护”。

“一辆‘救护车’停在路
边，车上的人到超市买东西
去了。”10日下午，有市民向
本报反映。10日13时30分，
记者赶到大润发超市附近
看到，一辆标有“120急救”
的车自东向西停靠在东岳
大街北边。该车为一辆东风
风 行 菱 智 ，车 牌 号 为 鲁
JCO120，车后标有“中国急
救”字样，车身右侧写有泰
安市医疗急救，并标有泰安
市医疗急救标示，记者靠近
车玻璃查看，没看见医疗救
护器材。一旁的三轮车师傅
说，刚刚两个男子从车上下
来，去了超市。“这个点应该
是上班时间，怎么能随便逛
超市？”他说。在一旁等车的
王先生说，如果不是在这等
病人，就是公车私用。“假如

现在有人受伤需要帮助，估
计连司机都找不着。”

13点50分，有交警到附
近巡逻，要求停在路边的社
会车辆驶离，以免影响交
通，但并未对该“救护车”做
处罚。14时左右，一穿着普
通的男子走到该车旁边，把
从超市购买的零食和饮料
放到车上，随后走到路边，
与另一穿着普通男子在路
边买零食。14时10分，两男
子上车抽完烟后，开车沿东

岳大街向西离去。这辆“救
护车”在附近停了40分钟以
上。

记者联系泰安市120指
挥中心，并提供了“救护车”
车牌号。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车不是120指
挥中心下属的正规救护车，
是“黑救护”。“目前全泰安
市共有80辆救护车，随车人
员都经过正规培训，接受
120指挥中心的统一调度，
正规救护车只用于抢救、转

运病人，不允许用于其它用
途。”该工作人员说，曾接到
过市民对“黑救护”的反映，
但1 2 0指挥中心没有执法
权，只能将相关情况向交警
部门反映。一些不法人员将
车辆喷得与正规救护车一
模一样，其实是“山寨”救护
车，车上没有医护人员和救
护器材，通过各种渠道获取
市民的求助信息，严重危害
患者安全，希望市民提高分
辨力，防止权益受侵害。

本报泰安 4月 1 0日讯
(记者 赵兴超) 龙潭路与
灵山大街路口，自安装临时
信号灯来，高峰时段仍压车
严重。有司机感觉信号灯不
合理，起不到应有作用。10

日，交警部门表示路口附近
车站大客车多，还有道路未
贯通情况复杂，只能以人工
执勤为主。

10日上午9点多，龙潭
路老汽车站转盘到与灵山
大街路口，自北向南车辆
压车严重。车辆堵塞从南
边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

转盘北侧。司机孙女士从
北向南行驶，等了五六分
钟，才通过不足400米的道
路。“以前这个时间已经不
太堵了啊,怎么现在堵成这
样。”孙女士纳闷道。

的哥刘师傅说，他每天
走这段路十几次，除了中午
吃饭时相对畅通，其余时间
压车都很严重，“自从路口
装了临时信号灯，在路口堵
车情况很少见了，车辆都等
在停车线内，没有以前抢行
的情况。但是因临时信号灯
时间不太合理，又产生了严

重压车。”一些司机师傅都
反映，如果信号灯调整一
下，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
压车了。”

在该路口，记者看到
由北向南和由东向南的车
辆，是路口主要交通压力。
红灯一亮，两个方向车辆
很快排起长队。而此时相
对车道虽然是绿灯，但车
辆不多经常出现一边堵车
严重，一边空道没车的情
况。交警在路口指挥交通，
有的车辆看到是红灯，但
交警指挥可以通行，司机

却不敢通行，交警只能多
次鸣哨打手势示意。

路口指挥交通的交警
告诉记者，该临时信号灯
没法针对单独的车道和方
向调节时间，亮灯时间都
一样。不同方向车辆数量
不一，所以有的压车有的
空闲。在车流高峰，交警部
门都会安排民警执勤，司
机走到该路口时以交警指
挥为准。另外，路口西侧狭
窄、北侧车站大型汽车频
繁进出，也是导致容易堵
车的原因。

安临时信号灯
这个路口还堵车

本报泰安4月 1 0日讯
(见习记者 侯峰) 10日，
市民张女士向本报反映，东
湖路与迎春路交汇处的一
个线杆倾斜，底部出现断
裂。记者在周边地区发现，
倾斜的线杆还有不少。供电
部门称会派人查看，若属于
部门所有，会及时修复。

1 0日，在东湖路与迎
春路交汇路口的东南角，
人行道上一个水泥线杆向
绿化带倾斜，与地面呈6 0

度左右的夹角，没有其他
设施支撑。线杆底部有4条
裂痕，最底下的裂痕近1厘
米宽。线杆顶只有一条线
缆挂着，余下的线缆已经
垂到线杆中部，其中一条
线缆已经断开，落在绿化
带里。与其相邻的一个线
杆因为拉扯，也出现1 5度

左右的倾斜。
由于线杆靠近十字路

口，1 0米内还有一个公交
站，来往行人很多，不少市
民都很担忧安全。“我在附
近住了快两年，就没见有

人管过。”市民李先生说，
要是哪天倒了，砸着人该
咋办?

记者在周边地区发现，
倾斜的线杆还真不少。在迎
春西路一处路口，一个水泥

线杆与10千伏高压电线杆
“头顶头”，其中不少线缆还
从高压电线杆上缠绕而过。
在附近开门头的刘先生
2 0 0 8年来到迎春小区，他
说，水泥线杆一直都斜着。

“平时都让孩子绕开走，有
次看见别人孩子要拉电线，
我赶紧把他们叫开。”

在东湖公园附近和施
家结庄的居民区，都有用
倾斜线杆支撑其他线杆的
情况。一些市民质疑这样
做法是否科学。“这样设合
理吗？看起来有些危险。”
市民贾先生说。

供电部门称，不少水
泥线杆是通讯部门使用
的，电力部门不负责维护，
他们会派人到现场查看，
若发现是电力部门的，会
尽快处理。

线杆“头顶头”搭起三角门
东湖路与迎春路附近多处线杆这么设置，路人觉得不安全

和儿吵架离家出走

75岁老汉又丢钱包

本报泰安4月10日
讯(记者 邢志彬 通
讯员 刘小海) 一位
75岁的聊城老人，和家
人赌气离家出走。到泰
安后丢了钱包和身份
证，幸亏遇到巡逻民警
帮他回家。

9日晚6点多，财源
派出所民警刘振勇巡
逻到财源大街时，发现
一老人带着一大堆行
李在一关门的店铺门
前蜷缩着，看相貌不像
是乞讨人员。

老人姓张，聊城
人，自称丢了钱包和身
份证，只好找个避风口
休息。民警把老人带到

派出所。原来老人十几
天前和儿子闹了别扭
离家出走。

老人儿子想帮助
别人加工铝材，老人认
为风险太大，种好蔬菜
才是正事。十几天前，
儿子加工的一批铝材
产品不合格，产品积
压，爷儿俩吵起来，老
人准备了干粮和行李，
十几天先后跑了四个
城市。

民警和老人儿子
取得联系，全家十几天
来一直在找老人，十分
后悔和老人赌气。10日
凌晨，家人连夜从聊城
赶到泰安把老人接走。

水泥线杆斜搭在高压电线杆上。本报见习记者 侯峰 摄

网签后没去上班

档案被“弄丢”半年

本报泰安4月10日
讯 (记者 陈新 ) 滨
州王先生和泰开电气
箱变公司去年6月网签
后，又没进该单位工
作，档案寄到该公司。
今年3月，王先生来拿
档案，结果被告知档案
丢了。10日本报记者询
问该公司后，对方称档
案又找回来。

“我的档案被弄丢
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找
回来。”滨州王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称。电话中
王先生说，2012年6月份
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毕业前夕和泰
开电气集团箱变有限
公司达成初步就业意
向，并在网上和该公司
签约。后来王先生没有
在这家企业工作，而是
选择了滨州一家单位。

但学校根据网签，
将王先生档案寄给了
泰开电气箱变有限公
司。“我当时和学校说

了不在泰开工作，但是
学校还是将档案寄了
过去，可能是为统计就
业率。”王先生说，就业
说明上写着毕业生档
案在一年之内都可以
改签改派，就没及时找
回档案，一直等到今年
3月来到泰开电气箱变
公司时，人事部告诉
他，档案找不到了。“现
在回学校补档案也不
好补，真不知道该怎么
好。”王先生说。

10日，记者联系了
泰开电气箱变公司人
事部，工作人员称将继
续寻找王先生档案。

“人事部已经换了三拨
人，我刚刚接手，不知
道档案放到哪里。”工
作人员称。

记者发稿前传来
好消息，王先生档案找
到了。“公司说档案被
包住了，先前没发现。”
王先生今天就来取回
档案。

黑救护停路边40多分钟。 本报见习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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