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天气，老人“战”暑有奇招
买菜趁早，护暑防具一样不能少，超市、体验馆等开空调的地儿成据点
本报记者 陈莹

C21社区2013年7月9日 星期二
编辑：王敏 美编/组版：孙雪娇今日烟台

一大早买完当天的菜
7日早6点55分，记者在红

利市场看到，前来采购的以花
白头发的老年人为主。“我今天
是有事出来晚了，前两天6点半
我就已经买完菜回家了。”75岁
的孔大妈说，她住在大庙附近，
最近天热了，她每天都会赶早
买完当天的菜。

鲁东大学退休的王大爷

一开口就满腹经纶：“《周书》
上说：小暑之日温风至，后五
日是蟋蟀居壁，后五日鹰乃
学习。简单点说，就是从小暑
那天开始，蒸腾的暑气连小
动物都不爱动了。”王大爷笑
着指了指身旁装着蔬菜和肉
的推拉车，“所以借用工具，
少出力也是个好办法。”

在市区一家做消防工程公
司做副总的何先生说，他的父
亲是爱到外面打牌，母亲爱到
超市纳凉。家里不缺钱，也劝过
老人无聊的话就把老伙计们叫
到家里，开着空调一起玩。

“老俩口恼了，说我有钱烧
的，败家。”何先生苦笑着说，他
后来也想明白了，老人一辈子
有了自己生活的节奏，不能用
自己的思维方式要求老人。

市民丁女士甚至列出了

自己母亲的近期作息表：早
上 6点起床，6点 2 0分出门买
菜，7点半回家吃饭、收拾家，
8点半到11点在楼下花园里跟
老伙伴聊天散心，1 1点回家
做饭，下午1点午休，3点下楼
遛弯，5点做晚饭……

“老妈这避高温的安排还
挺科学。”丁女士说，只要老妈
对规律的生活高兴，自己就没
啥说的，“享受谁不会，可心里
也得乐呵着。”

子女：随老人高兴

商家开门就为迎客，可
大爷、大妈们不仅不消费还
蹭免费空调的做法，他们又
是怎样的感受呢？

一家体验馆里的工作人员
私下告诉记者，既然叫“免费体
验馆”，就做好了被“占便宜”的
准备，其实所有来他们店的老
人都打着免费享受的心态，至
于如何“掏”出老人兜里的钱、

“掏”出多少就凭本事了。
与 体 验 馆 里“ 故 意 ”不

同，一些商家就是无可奈何。
市 区 一 家 书 店 的 管 理 者 就
说，书店虽然也是商家、需要
盈利的单位，但某种约定俗
成的观念认为，书店有一定
的精神公益的意义。所以，对
于成为老人们“战”暑地，他
们无奈却也能接受。

而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
的商场和商超，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老人们免费“战”暑的

主战场。市区一家大型连锁
商超的店长告诉记者，超市
有专门为顾客提供休息的长
椅。一般来说，中午与傍晚时
分，顾客来休息或吃饭的多，
而大爷、大妈们出现的时间
点，往往是超市顾客相对少
的时间段。该店长同时也表
示，其实超市也有自己的小
算盘，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
烈，大爷、大妈们走顺脚了，
也 是 相 当 大 的 一 个 消 费 团
体。

与这家商超有着同样思路
的，还有在市区各生活小区驻
扎的药房。据了解，天气热到一
定程度，这些药房除了闭门窗、
开空调后，还会对进店的顾客
赠送免费消暑茶。“中国是个人
情社会，你对顾客好一点，他们
高兴了，就喜欢来店里了。”幸
福路上一家药房的店长说出
了她们的生意经。

商家：老人来了既爱又怕

哪儿有阴凉往哪儿挪

“每天出去跑业务，热得受
不了，真不理解那些坐在街头
玩扑克的大爷、大妈们，不怕
热吗？”在金融行业做营销的
小李一脸崇拜地说。

住在白石社区的曲大爷笑
说：“外行看热闹。”他拿起近10

厘米沿宽的遮阳帽、大蒲扇和一
个装了足有1升茶水的杯子，“看
看，这就是我们的装备。”

如果说曲大爷靠装备抗
高温，爱到花园里扎堆打扑克

的大叔大姨们就纯靠“战术”
了。“小花园里的树就是大家
的遮阳棚。”徐阿姨说，打牌时
哪有阴凉地儿就往哪儿挪。

7日中午12点，记者在虹口
花园看到三五成群的老人正
在打牌、聊天。在花园南区开
设儿童娱乐场的一名女士告
诉记者，每天9点左右，花园里
满是来玩的老人，有练功夫
的、打牌的、带孩子坐娱乐器
材的。

商场超市里多逛逛

7日上午8点左右，家住支
农里小区的曲大妈一手拿着大
蒲扇，一手拎着早已泡好放凉
的柠檬水出了家门。去哪儿？开
着风扇的体验馆。

“在家开风扇费电，可不开
又热。”精打细算的曲大妈直
言，可一直不掏钱买东西，人家
也不给好脸色，“那就换一家。”

记者沿宏达市场周边一公

里内观察了一下，在上午8-9点
的两个小时里，10余家体验馆
门里、门外真有不少老年人。

“这儿风凉，又有休息椅。
跟老邻居，拉拉呱，一转眼，一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7日上午9

点多，在位于四马路上的家家
悦，记者先后看到近20位老年
人在超市提供的免费休息椅上
纳凉。

战术一

战术二

战术三

栏目成立一周 接上百咨询电话
本报法律服务栏目受市民热捧，大事小事都愿来唠唠

本报 7 月 8 日讯 (记者
王晏坤 ) 截至7月8日，本报
法 律 服 务 栏 目 正 式 成 立 一
周，共接到上百个咨询电话，
平均每天至少10个，解答4位
市民朋友的法律咨询。

上周读者咨询的法律问
题 大 多 涉 及 到 家 庭 邻 里 纠
纷、民事纠纷、家庭纠纷等，

也在报纸上刊发了《单亲妈
妈 可 向 前 夫 申 请 抚 养 费 》、

《借款不还，债主也可起诉担
保人》等典型案例，为遇到同
样问题的市民提供参考。

接下来，法律服务栏目
将继续进行，而且还会在形
式上有所突破，将会邀请更
多 律 师 加 入 本 报 法 援 服 务

队，为市民提供简单免费的
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在此提醒有需
要法律咨询的市民朋友，由
于联系人过多，可能无法及
时给与回复，还望见谅，但保
证所有咨询都会给与答复。

本报法律服务栏目将继
续 依 托 本 报 法 律 援 助 服 务

队，为市民提供权威的法律
知识解答。需要法律咨询的市
民可拨打电话：0535—6879086

或发短信至15192239315，也可
以 加 栏 目 记 者 Q Q ：
4 2 9 5 4 2 6 4 0。再次提醒，有需
要的市民朋友最好是将咨询
问题通过邮件形式发送，邮
箱：qlwbwyk@vip . 163 . com。

福山区苏女士：
我母亲今年4月因病离世了，留

下的一张存折上显示有余额8056 . 8

元，但存折消磁了，银行工作人员说
得拿本人的身份证过来补办。母亲的
身份证早已不存在了，我父亲还在，
还有个弟弟，想问问律师，我应该怎
么办才好？

高娟律师：现在最有效的解决
办法就是依据法律程序，找老人的
直系亲属进行遗产分配。从法律上
讲，老人的遗产，其丈夫有一半继
承权，接下来是儿女按比例分配。
苏女士当前要做的是尽快确定当
前遗产继承情况，再拿着母亲的死
亡证明办理取款。

市民如果遇到储户本人因死亡
无法亲自取钱等情况，家属首先要到
相关部门开具死亡证明。如在医院去
世，由医院出具，正常死亡，由居(村)

委会的卫生站(所)出具。
涉及到遗产分配问题，首先要

确定哪些人属于遗产继承者和遗
产继承者的个人意愿，如果遗产继
承人放弃继承，可以到公证处开具
证明。我国法定继承顺序是根据亲
属关系的远近确定的。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母亲去世留下存折

钱却难取出来

格各方看法

本期值班律师：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
律师 高娟

7日迎来小暑节气。天越来越热了，市民喜欢找个屋子安安静静地待着，要是屋里再有空调那就爽翻了。可在社
区里，有一群大叔、大姨中午太阳正高的时候，也在室外又拉又唱玩得高兴。他们不怕热吗？记者上前交谈得知，大叔叔
大姨们可是有备“战”高温。

7日中午，无视外面的高温，大叔大姨们在虹口花园的小凉亭里又拉又唱玩得正恣儿。 记者 陈莹 摄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王伟平)

在芝罘区翠苑小区，物业中有一
位随时待命的维修全才王春志，一
说起他，小区居民都竖起大拇指。

“他不仅水管、暖气修得好，还
会家电维修，真是个全才。”居民眼
中的“小王”现在已是物业中心的副
主任，但没有一点架子，脸上总挂着
笑容，对居民的夸奖，他也只是笑
笑：“我做的都是小事。”

2006年物业公司刚成立，王春志
就成了这里的一员，7年的时间，他对
小区住户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小区
里平时哪家有什么问题，居民们第
一个想到的总是他。“他就是个活
宝，不仅会得多，而且技术硬，小区
物业缺谁也不能少了他。”同事们都
这样评价。.

“要是哪家有什么事情，小王绝
对是随叫随到。”李大妈告诉记者，
她经常看到“小王”早上很早就在小
区里服务。他话不多，却还是向记者
承认了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随时待
命的事实。

“他办事让人放心，很负责任，
活干得细心又漂亮。”好多物业工作
人员只管自己份内的事儿，可他不
是。“这小伙子‘善后’工作很到位。”
有一次张阿姨家的水管坏了，撒了
一地的水，令她想不到的是把水管
修好后还帮她把地上的水渍擦干净
了才离开。

对于别人的赞扬，憨厚的王春
志从来都说自己做的只是小事情，
但这些小事情却为他赢来了不少光
环，“烟台市道德模范”、“张思德奖”
等。他坚信只有用心把每一件“小
事”都做好，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

格社区人物

翠苑小区物业副主任

“活宝”型维修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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