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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社区

““躲躲猫猫猫猫””的的信信号号灯灯又又露露面面了了
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信号灯，可以与本报联系

燕子LED屏筑巢

保安笑迎吉祥物

本报7月22日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王娇 ) 22日，市民唐女士
拨打本报热线称，地税局附近的招商
银行LED显示屏上，有一个燕子窝，

“以前只在屋檐下看到燕子窝，没想
到现在的燕子也赶潮流，将家搬到了
LED显示屏上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燕子窝有成人
拳头大小，正好在显示屏上面，没有
挡住显示屏的字。记者在燕子窝下站
了一会，看到一只燕子在附近徘徊了
一会，然后飞到了燕子窝边上。里面
马上探出几个小家伙，伸长了脖子吃
食，很可爱的样子。

招商银行的保安说，这个燕子窝
不碍事，暂时也没发现它对显示屏有
不良影响，所以也没打算把它处理
掉。“这个燕子窝是吉祥的象征，算是
个吉祥物，是好事。”保安笑着说，这
个窝刚筑了没几天，他们路过门口的
时候，也会抬头看看小燕子们好不
好，大家都挺喜欢这一家子的。

路上2米高土堆

想从这儿过，难

本报7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崔
靓) 近日，宋家庄村民向本报反映，
附近的双河东路变成了半条路，严重
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记者近日来到了双河东路，看到
路上的堆了2米多高的泥土堆，附近
还有一些建筑和生活垃圾，散发着一
股股臭味，嗡嗡的苍蝇让人畏而远
之！

两个小伙子走了过来，他们边走
边抱怨这条堆满垃圾、崎岖不平的
路。其中一个小伙子告诉记者，这条
路修成大概4年了，说是路但实在难
行。

“我们行人只能从台阶过去，而
汽车根本就过不去。”一个小伙说，

“每当走到这里，就觉得不舒服。我们
找了很多部门，但没人管。真希望垃
圾和土堆能早点被移走！”

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
泥土堆是一些车拉过来倒路上的。有
居民向村委会反映了这一情况，可是
问题一直没解决。

这是谁倒的土堆和垃圾，怎么没
人来清理呢？记者为此联系到了初家
街道办事处。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称，目前附近
很多地方在进行工程建设，所以这条
道路还没有完全开通。双河路将来会
成为一条主干道，由于修路会对附近
进行重新规划改造，目前政府与当地
的一些村民还没有达成协议，所以这
条道路暂时还不能开工建设。政府正
与附近的居民沟通，尽快与居民达成
协议。届时道路上堆积的泥土和垃圾
将得以妥善处理。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刘
杭慧 实习生 郭洁 衣涛)

本报20日C08版报道了《红
绿灯树中藏，过路口凭感觉》
后，不少市民致电本报反映自
己身边“躲猫猫”的信号灯。烟
台市交警一大队的张警官主
动联系了本报称，22日下午他
们将报道中西南河路和南通
路“躲猫猫”的信号灯清理出
来了。

交警一大队的张警官在
看到报道后，联系本报称可以
协助芝罘区园林处，帮忙清理
报道中被挡住的信号灯。随
后，记者和芝罘区园林取得联
系，业务科的马科长称，因最
近工人人手紧张可能无法立
即现场处理。

当天下午，张警官称已经
派人将被遮挡住的信号灯清

理出来了。据张警官介绍，挡
信号灯的枝杈已经被铁锨铲
掉了，多余的叶子也拔掉了。

记者在西南河和南通路
看到，信号灯已经从茂盛的树
叶中彻底露了头，能够清晰地
看到信号灯的转换。“终于清
理出来了，每次走着路口都得
眯着眼睛仔细看，现在老远就
能看清了。”家住西南河路附
近的孙女士笑着说。

22日上午，记者在机场路
看到，东方电子门前部分区域
内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西北
方向和西南方向的红绿灯都
被挡在树叶中，若是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到，记者乘坐59路车
经过此路口，处于靠窗的位
置，也丝毫看不到红绿灯。

在位于第二排等车的出
租车内，司机努力回头也看不

到红绿灯。“只能看着前面的
车跟着走，时间长了也就熟悉
了，也不再管路灯的问题。”

如果您身边也有“躲猫

猫”的信号灯，可以和本报联
系，我们将联系园林处尽快为
您 解 决 。联 系 电 话 ：
13686389296。

4455路路的的刘刘贞贞对对，，人人称称““送送伞伞哥哥””
他的车上常备两把伞，以备乘客不时之需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孙
健 通讯员 凌海燕 ) 45路
公交车队有位刘师傅，他在乘
坐45路车的常客中出了名，人
送称号“送伞哥”。然而，对于
这个称号，刘师傅却一脸茫
然，不知道是咋来的。原来，这
全得益于他的几次借伞善举。

22日中午，记者来到45路
公交车的西端新桥场站，在那
里见到了刚跑完一趟车的“送
伞哥”刘贞对师傅。听到有记
者来采访，刘贞对显得很吃
惊：“我有什么值得采访的，做
好事的人那么多，还是多去报
报别人吧。”

由于车队人员调整，驾驶
员较少，平时公交司机是专人
专车，刘贞对驾驶的是车牌为
鲁F13720的45路公交车。在他
的驾驶座后方的挡板上，挂着
两把折叠雨伞，这就是乘客们
戏称的“公共伞”。

听记者说自己有个“送伞
哥”的称号，刘贞对憨厚地笑
笑，“这不都是应该的么，每个
家里都能有那么几把闲置的
雨伞，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
就放车里，有乘客需要就拿去
应应急。”

自7月初开始，烟台遭遇连
阴雨天气。上个周，一场大暴雨
毫无预兆地倾盆而降，刘贞对

的车开到新桥终点附近，车上
乘客不多，停车后乘客纷纷下
车。最后车上仅剩的一名乘客
在后门转来转去，不确定到底
要不要下车。“外面的雨太大
了，我猜她是没带伞，一问果不
其然，那样的天不带伞，一下车
就得浇透了。”刘贞对说，他把
备用的雨伞借给了乘客。

几天后，借伞的乘客来到

新桥场站还雨伞，借机一打听
才知道，原来路队长和工作人
员们早已对这种事见怪不怪。

“隔三差五就会有乘客来还
伞，有的亲自来场站还，有的
放在过路的45路车上捎过来。”

对于自己借出去的“公共
伞”，刘贞对有些自豪地说，

“但凡是借出去的伞都回来
了，这样又可以方便更多的人

了。”
用过刘贞对“公共伞”的

乘客多了，便有人将这位“送
伞哥”的事迹发到了网上，不
少乘客乘坐45路车时都会瞅瞅
车牌号再看看驾驶员信息牌，
看能不能碰上刘师傅。说起这
个，刘贞对才大悟恍然：“我说
怎么有人一上车就盯着车前
的驾驶员信息牌看。”

病病愈愈乘乘客客给给张张延延东东送送来来锦锦旗旗
一个月前3路公交车曾变身救护车将发病乘客送进医院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孙
健 于飞 通讯员 凌海燕 )

“非常谢谢你张师傅，要不是
你，我现在恐怕不能这样站在
你面前。”22日，曾被3路公交司
机张延东帮助过的市民孙先生
来到烟台公交集团第三公司，
亲手将印有“再现雷锋精神
好人一生平安”的锦旗送到张
延东手中。

孙先生在乘坐3路公交车
时突然发病，司机张延东在征
得车上40余名乘客的同意后，
掉转车头直接开向附近医院
(详见本报6月13日C05版)。

因为送医及时，孙先生脱

离了危险。经过近一个月的治
疗，孙先生出院回家休养，但他
一直想当面感谢一下恩人。

“最近觉得好了些，我就赶
忙让孩子做了面锦旗，送给救
命恩人张延东师傅。”22日上午
9点多，孙先生带领自己的女
儿、孙女来到烟台公交集团第
三汽车公司的办公室，亲手将
印有“再现雷锋精神 好人一
生平安”锦旗送给了张延东。

孙先生说，他那次发病比
较急，医生说如果再晚一点，可
能会引发严重的后遗症。“希望
社会上有更多像张师傅一样的
好人。”孙先生说。

“躲猫猫”的信号灯重新露头了。 实习生 衣涛 摄

面对记者的镜头，刘贞对师傅一直挺不好意思。 本报记者 孙健 摄

孙先生为张延东（左）送来了锦旗。 通讯员供图

燕子一家在显示屏上安了筑了
巢。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烟台好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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