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体验验跆跆拳拳道道活活动动当当天天名名额额爆爆满满
没能报上首期活动的读者，可以电话报名第二期

本报7月16日讯 (记者 陈莹)
16日，本报联合振威跆拳道馆邀

请读者体验跆拳道训练的活动一
见报，立刻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
迎。记者当天就接了几十个报名电
话，目前首期30个名额已经报满，

报上名的孩子可以参与两次跆拳
道训练。

“喂，是《齐鲁晚报》吗？我的
孩子想去体验下跆拳道。”1 6日
一早，记者的手机就振动起来，
市民李先生打电话给自己的儿

子报名，同时还给孩子的表姐也
报上了名。

“暑期到了，想让孩子多一些
体验，多一些活动。”李先生说，他
一直关注着本报，也参与了本报给
孩子们组织的多次活动。

市民于大妈也来电给自己
的小孙女报上了名。“ (孩子 )身体
不是很好，就想让她参加下体育
活动。”于大妈告诉记者，等孩子
训练的时候，她将和老伴儿一起
去现场“陪练”。

目前，首期30个体验名额已经
报满，本报将一一通知已经报上名
的孩子，近期请保持电话畅通。

想报名参加下一期体验活
动 的 读 者 可 以 拨 打 电 话
13697646125报名。

““游游击击队队””倒倒逼逼市市场场商商贩贩街街头头摆摆摊摊
生意好了，卫生却差了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齐
金钊 见习记者 张倩倩)

由于买菜便利，路边很容易自
发形成马路市场。买卖方便的
同时，交通拥堵、卫生变差等问
题也随之而来。16日，记者对魁
玉路、四马路等处的马路市场
进行了探访，有摊主甚至特意
从市场内搬到马路边。

16日清晨，进德农贸市场
承包了摊位的老李把自己的几
筐菜搬到了四马路的大路边
上，开始了自己一天的生计。

“外面这么多卖菜的，大家都不

愿意进市场了。”老李说，由于
外来的很多流动摊贩来到市场
外面摆摊，市场内上午的生意
不是很好干，自己这个有摊位
的也加入到马路市场了。

“马路市场”倒逼农贸市场
听起来难以理解，但魁玉路上
一名于姓女摊主的话让记者心
里顿时明了。

于大姐告诉记者，“马路边
上买客儿多，停下车就能买
些”。另外，市场一个摊位每天
收3块钱，而且许多好的摊位都
已经被“约号”了。她在马路边

上摆摊一天交2块钱管理费，市
场管理员每天下午4点的时候
来收。虽然每天差1块钱，但时
间一长，对于菜贩来说是个不
小的数目。

向阳街市场已经形成规
模，摊位费比魁玉路要贵。一
名摊主告诉记者，路边客源多
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市场内按
天收管理费的话，一天一般是
10块钱，因此大家比较喜欢路
边摊位。

“只要是环境卫生说的过
去，还是能够接受的。”家住

四马路附近的于大姐介绍，她
搬进这个小区有七八个年头
了，平时买菜、买水果基本上
都是从马路边上，她感觉非常
方便。但就是这一带的卫生条
件比较差，交通拥堵也时常发
生。

采访中，很多居民反映，
希望能在小区门口就买到新
鲜蔬菜和水果。一方面买的人
方便，另一方面卖的人赚钱，
马路市场才容易在小区周围
形成，只是苦了交通和卫生环
境。

北北京京99名名小小选选手手来来参参加加复复赛赛
最小的选手只有5岁，最大的11岁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秦
雪丽) 由本报主办的情感中
国全国青少年才艺大赛可算是
惊喜不断，来自北京的9名可爱
的小选手和她们的王萌萌老师
带着9个原创独舞来到烟台参
加复赛。

记者了解到，这次来参加
复赛的北京小选手，最小的只
有5岁，最大的11岁。她们学习
舞蹈时间都不长，从接到参赛
通知到比赛只有三个月的准备
时间。王萌萌说，由于孩子们年
龄小，而且之前没有参加过专
业的演出和比赛，也没有接触
过舞蹈剧目的排练，在短暂的
三个月内，要创编出9个原创独
舞，同时要让这些孩子熟记动

作、节奏，并要跳出风格和韵
律，这对她和孩子们来说是非
常大的挑战。

王萌萌介绍，最大的困难
就是时间。孩子们白天要上幼
儿园，一周最多只能抽出两天
的时间排练。虽说时间短任务
重，可孩子们非常努力。

“在这三个月中，家长们对
我的帮助非常大。”王萌萌说，
排练初期，她给一名5岁孩子排
练的是彝族的烟盒舞，由于动
作复杂，风格韵律很难掌握，孩
子起初有些坚持不住想要放
弃，“幸亏她的父母一直在开导
鼓励她，这位孩子写了保证书
坚持下来。”

“这个孩子能坚持下来真

的多亏了她父母对她的支持！”
王萌萌说，看看这名孩子当时
写得歪歪扭扭、字迹生涩的保

证书，在看看如今跳得有模有
样的舞蹈，让人真切地感受到
一种欣慰和感动。

本报7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蒋
大伟) 本报曾报道了福山区万华路
大雨过后满是坑洼积水一事(详见本
报7月15日C05版)。16日早上，居民们
给记者发来短信称，路开始修了。

16日早上，福山映雪佳苑的居民
给记者发消息说：“感谢齐鲁晚报的
记者帮我们反映了问题，我们小区外
的万华路已经开始修了。”而且还给
记者发了修路的照片。

记者赶到万华路看见，路面已经
铺上了小石子，原来的坑洼已被填
平。居民们兴奋地说：“终于不用每天
颠簸着开车回家，终于不用再刮底盘
了。”

“以前一提我们是映雪佳苑的，
人家出租车都不愿意送我们，现在可
好了。”居民孙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万华路是小区唯一
通车的路，而且经常有大型的工程车
通过，再加上小区内有幼儿园很多家
长开车接送孩子，所以万华路的通车
量还是很大的，这也造成路面常损
坏。

居民们反映，今年4月份相关部
门也组织人修过，但是不久就坏了，
加上最近的大雨，更让整条路满是伤
疤。居民们称，万华路并不是一条主
干路，而且旁边的厂区将会重新规
划，所以没期待路能翻新，“这次相关
部门给大家解决了一件难心事，我们
挺感谢的，希望能经常给修理下，保
持路面平坦畅通就行。”

在向阳街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整
条向阳街路两边全部被摊贩占用，居
民只能走马路。原本就不宽阔的马路
显得更狭窄。

一位在向阳街做过六年清洁工
的师傅告诉记者，自从他来到这里，
这里已经是这般光景，他天天扫菜叶
子。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魁玉路，这是
市区南部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其建
立初衷是为解决马路市场问题，然而
该市场建成后，魁玉路两侧的摆摊现
象仍然没有解决。

因为下雨，16日到魁玉路摆摊的
人不多，一共也就十几个摊。一位黄
务的果农告诉记者，天晴的时候，整
条魁玉路南侧几乎都是摆摊的，卖菜
的、卖水果的、卖衣服的都有，夜市一
直到晚上九点。

本报记者 齐金钊 见习记者
张倩倩

做了六年环卫
整天扫菜叶子

坑洼的万华路
现在修平整了

连日阴雨过后，烟台大学三元湖的荷花16日盛开了，吸引
很多市民和学生前来游玩观赏。

见习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夏夏雨雨荷荷

环卫工师傅

小商店小超市把道路当成自己
的“地盘”。 见习记者 张倩倩 摄

来自北京的9名小选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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