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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名小报童，今起上街售报
本报“来玉杯”小报童暑期营销秀首期活动今天开始

本报7月1 4日讯 (记者 曲彦
霖 ) 14日，参加本报“来玉杯”小
报童暑期营销秀的小报童欢欢喜
喜地拿着本报发的崭新T恤和太
阳帽，参加了赛前培训。1 5日，本
报暑期营销秀正式开始啦，230名
小 报 童 将 走 上 烟 台 市 区 大 街 小
巷。

如果您一早就在街头看到小
报童忙碌的身影，无论是否购买
报纸，请给他们一点鼓励。您的
一个微笑、一声赞许也许会给孩
子更多的力量。

本报“来玉杯”小报童暑期
营销秀首期活动 1 5日正式启动，
为期15天。14日，本报特意对小报

童进行培训，除了告诉小报童应
该注意的一些日常安全问题，还
向他们传授了营销技巧。

T恤、太阳帽，报名的小报童
当天都领到了走街串巷必不可少
的装备，本报每天还将为小报童
发放烟台山泉水。

“明天就要上街卖报纸了，

我要拿冠军！”“我也要，咱俩比
比？”“我才是！”小报童们积极性
很高，互不相让，培训现场提前
擦出了“火花”……

在即将上街卖报的 2 3 0名小
报童中，有已经参加过多次本报
营销秀的老手，也有干劲十足的
新手。15日，每位小报童将获赠30

份当天的《齐鲁晚报》，作为“第
一桶金”。大家从同一起跑线出
发，公平竞争。

在此，本报提醒小报童们要
提前准备充足的零钱；领报时要
合理判断，根据自己的能力调整
领报份数；在对方给出 5 0元、1 0 0

元的大钞时，注意辨别真伪。

《网店“代看望老人”，

问的多下单的少》追踪

无法提供“亲情”

老人拒绝“代看望”
本报7月14日讯 (记者 刘杭慧

实习生 李芳) 自新老年法颁布
之后，淘宝网跟风推出了“代看望老
人服务”(详见本报7月12日C21版)，尽
管网店挺热情，老人却一脸不乐意。

“陌生人取代不了自己的孩子”是大
多数老人的观点。

在与提供代看望老人服务的网
店聊天中，记者了解到，有的网店工
作人员不光能陪老人聊天，打扫卫
生、逛商场、做饭之类的活儿都能做，
可谓服务周到。

可是，老人是啥态度呢？
家住莱山区的孙阿姨，儿子在外

地工作，每年就只是回家过个年，有
时候过年也回不来。虽然孩子不在身
边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孙阿姨还是
难以接受网店的代看望老人服务，

“还是想自己儿子回来，只要陪我吃
个饭，聊会儿天就行了。”

“我不能接受，怎么能把一个陌
生人当做自己的孩子呢。不管他们品
质怎么样，都不能替我的孩子尽孝心
啊。”张大爷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有些
激动，他说老人能理解孩子太忙回不
了家，但让陌生人来看老人说不过
去。

采访中，大多数老人觉得感情是
没法取代的，网店的这种服务他们怎
么也接受不了。

绿化带种大葱

邻里为此翻脸

本报7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吴
江涛) 近日，有市民反映，东海山庄
的公共绿地和周围山坡被小区里的
居民占用并私自种上了蔬菜，甚至养
起了动物，对其他居民生活产生了很
大影响。

12日，记者来到了位于芝罘区二
马路1号的东海山庄了解情况。只有
五栋楼、一百来户的小区里郁郁葱
葱，但这些绿色可不全是绿化，还有
不少蔬菜。有的绿化带被开出了一片
地种上大葱。

一名居民说：“花池里以前种的
都是花草，现在(花草)都被人锄掉，
种上了菜。冬天大风一刮，尘土飞
扬。”另一位居民则一脸无所谓，“有
这些菜看着更贴近自然一点”。

有居民告诉记者，因为占用绿化
带的事，邻里间曾翻过脸。

遇到下雨天，电灯开关往外冒水
开发商和物业都说该对方修，苦了夹在中间的业主

本报7月14日讯 (记者 王
伟平 实习生 衣涛) 近日，
本报读者姜女士反映，这阵连阴
雨把她家折腾得不轻，电灯开关
竟然往外冒水，吓得她赶紧把漏
水房间的开关断电。谁知第二天
一看，墙上出现很多发霉后的黑
点。

12日上午，按照姜女士的指
引，记者来到福山区城里街三元
小区。在姜女士家，记者看到白
色的墙壁一片水迹，不少地方已
经发霉出现黑点，地板也翘起一
些。

杨女士介绍，她6月份就发
现家里漏水，多次联系开发商才
派工人来简单处理一下。工人仅
仅用墙体防水胶粘住漏水严重
处，当时以为没事了，近期下雨
才发现，防水胶根本防不住漏
水。

“我联系物业，物业说墙体
保修期内归开发商管；我联系开
发商，开发商说以后漏水直接找
物业。”姜女士说，小区是2009年

交的房，现在应该还在保修期
内，但是找谁修成了问题。

在同一小区居住的杨女士
家里，记者发现，她家的水漏得
更严重。墙皮经不住冲刷，甚至
露出了水泥墙体。靠墙放的木床
因为发霉，也早被丢了出去。

记者联系了该小区开发商
经理陈长义，他说，姜女士家里
漏水是因为她家旁边的雨水管
入口被鞭炮纸等堵死，整个责任
在物业，下次漏水直接找物业就
行。

在这件事上，小区物业一名
姓吕的副经理有另一种看法。他
说，他曾经干建筑行业20多年，
姜女士和杨女士家是因为雨水
管入口处是一雨水池子，池子的
防水没有做好，导致她们家里漏
水严重。

记者从福山区建管处了解
到，新建房屋外墙保修期，从建
管处验收通过之日算起5年里，
房屋的外墙由开发商负责维修。
工作人员将于15日查清责任方。

每月150元，烟大推出“考研房”
学校称，此举只是希望考研的学生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本报7月14日讯 (记者 王
伟平 实习生 衣涛 赵雁
宾 )转眼又到了毕业离校的时
刻，许多应届毕业生面临一个
让人愁的问题：想考研，却找不
到合适的住所。烟台大学今年

推出“考研房”，每个学生每月
交150元，可以在8月份提前入
住。面对质疑，学校解释，只是
为了学生的居住环境有安全、
卫生保障。

近日，烟台大学2013届毕

业生向本报反映，他们今年想
继续考研，但外面的房租太贵，
让不少同学犯了愁。此时，学校
让人兴奋地推出离校毕业生考
研房，每人每月收150元租金。

已经入住的刘文华告诉记
者，考研房其实就是学校的宿
舍楼，每个宿舍有6个床位。在
学校住惯了，她听到学校提供
考研房的消息后，立即报了名。

“主要是比校外租房省钱，
而且校园氛围好，不容易分
心。”刘文华说，宿舍6个人都是
考研生，大家有了共同的目标，
可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

毕业生小于没有找到合适
的工作，便决定考研，希望为以
后工作提供更高的平台。“找工
作的经历让我更加留念学校环
境。”小于说，他所在的宿舍已
经住进2名男生，他给自己制定
了详细的考研计划，力争2014

年考研成功。
一名楼管员张阿姨介绍，

自从学校推出考研房后，就陆
陆续续有不少毕业生来咨询并

报名入住，“入住手续很简单，
交不了几个钱，比较方便。”

对于学校的做法，也有人
提出质疑：毕业生留在校内怎
么管理，会不会占用其他学生
的教育资源？

学校后勤集团社区服务管
理中心主任赵卉妍说：“学校对
于入住学生有严格的审核标
准，希望考研的学生有个好的
学习环境，仅此而已。”

副主任葛振亮介绍，学校每
年选择考研的学生不少，但他们
以往都是在校外居住，安全、卫
生等问题无法保障。为学生着
想，学校将7号、8号等几栋宿舍
楼的第五层、第六层设成专门的
考研宿舍，学生只需要提供水电
费等费用就能入住。

入住主要针对烟台大学
2013届毕业生，学生凭自己的
身份证、学生证和毕业证，在
社区管理中心开证明即可在
今年8月份提前入住。不会影
响到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和
生活。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
么困难事、头疼事、烦心事，
不论大事小事，都可以向我
们反映。

有困难的时候就有我们
社区帮办，有困难的地方就
有我们社区帮办的记者。您

家有困难，我们帮着办。如今不少法律、医疗、厨艺、维修、美容等
行业的专业人士已经加入了本报的帮办队伍，如果您也想帮别
人一把，可以与本报联系。本报帮办热线 0 5 3 5 - 6 8 7 9 0 6 0、
15666052089，或者通过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姜女士家里墙壁发霉，开关附近也冒水。 记者 王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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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的一片绿化带被居民种的
大葱“占领”。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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