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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钻研15年，八旬老翁刘阳彬发明“地图字典”

路路边边井井““张张口口””一一个个月月，，坑坑车车又又伤伤人人
市政养管处：市民发现问题井盖可拨打电话6244294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侯艳艳)

芝罘区三马路一个井盖陷落，一
个月时间里连坑人和车。附近市民
打了20多个电话仍没有找到产权单
位，无奈之下只好拨打本报热线求
助。

6日下午，记者按照市民的指引
来到三马路东头，远远地就看到路
边竖着一个简易警示牌，牌上大大
地写着“危险”俩字。记者走近一看，
井盖掉进了井里，井里不时飘起一
股股臭气。

旁边一家蛋糕店的工作人员林
女士介绍，井盖掉进去一个月了。他
们在井上放了块木板，但被车轧坏
了，后来做了块警示牌竖在边上。

尽管蛋糕店的工作人员为无盖
井费了不少心思，一个月时间里还
是有多辆轿车的车轮陷进井内。更
危险的是，前两天还有一个小伙子
险些整个人掉到井内，当时他的一
条腿迈进井里，受了伤。

蛋糕店的工作人员说，眼看着

这口井坑了车又伤人，他们心里也
很着急。由于不知道井盖属于哪个
单位负责，他们先后查询了供水、供
电、养管处、排水处等多个部门，但
都回复不是井盖的产权单位。“一个
月时间，我们打了不下20个电话，现
在实在不知道这口井归谁负责了。”
林女士说。

记者随后联系了烟台市排水
处，养护管理所设施管理科科长项
先玉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查看了情况。他介绍，这口井属于化
粪池检查井，归附近的民生物业管
理公司负责，他随后联系了民生物
业管理公司前来处理。

市政养管处的工作人员介
绍，市民发现问题井盖可及时拨
打养管处设施科热线6244294反映
或咨询产权单位。一旦接到窨井
盖丢失举报，养管处工作人员半
小时内会赶赴现场查看，并迅速
向有关产权单位发出补盖、修缮
指令。

第一代：
1998年，刘阳彬开始设计《世界

各国国旗、时间、地理位置速查图》。
当时不会上网的他，先后数次自费到
北京有关部门搜集资料。好不容易速
查地图出版了，但因地图中城市还不
够详细，销售情况并不不理想。
第二代：

2004年，第二代《世界速查地图》
和《中国速查地图》出版了，由于每张
速查地图必须附带一本《速查手册》，
图本厚加上查阅麻烦，第二代速查地
图也失败了。
第三代：

附带手册地图不受欢迎，能不能
出壁挂式《中国速查地图》和《世界速
查地图》呢？2007年，刘阳彬终于把速
查手册内搬到地图的正面公开发售，
但有不少读者看不懂“坐标查图法”，
这一版本的研究又失败了。
第四代：

没有被失败打倒，刘阳彬继续研
究。2013年5月，《世界编码地图》和

《中国编码地图》经过15年的坎坷历
程终于问世了。只要识字和认拼音，
这款地图能在几秒之内迅速帮忙找
到地图中具体城市的位置，方便查阅
和记忆。如今这款地图已在新华书店
上架。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苑菲菲)

凤凰台三街49号居民楼2单元的居
民，这几天都不敢进自家小棚了。原
来，有居民8月1日看见一条灰色的蛇
从单元门溜进了1楼的小棚里，此后
就没人看到它出来过。这蛇到底还在
不在？居民们这些天一直提心吊胆。

6日上午，记者来到凤凰台三街
49号楼2单元。在1楼小棚外探查了一
圈，也没看到有蛇的踪影。

凤凰台三街49号居民楼2单元5

楼的王女士告诉记者，该单元3楼的
一位大姨1日出门时，刚打开单元门，
就看见从外面溜进来一条灰色的大
蛇，这位大姨当场就愣在了原地。只
见这条灰色的蛇以极快的速度朝着1

楼小棚的方向爬去，不到1分钟的工
夫就没了踪影。

因为蛇爬动的速度太快，加上当
时受了点惊吓，这位大姨只看到蛇是
灰色的，其他诸如蛇头的形状、身上
是不是有花纹等都没有留意。事后，
49号楼2单元的几位居民结伙到小棚
外的走廊查找了一番，但没有看到这
条蛇的踪影。

“现在这条蛇不知道盘在谁家的
小棚里，楼里的住户都不敢下去了，
万一被咬就麻烦了。”王女士说，他们
上网查询过灰色的蛇，发现灰色的蛇
中有的是毒蛇，这更加深了居民们的
恐慌情绪。

记者了解到，凤凰台三街49号楼
2单元共有12户居民，小棚都集中在1

楼，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因为只看
到蛇进去没看到蛇出来，加上蛇又喜
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居民们现在
很是担心。怕哪天进入小棚，会冷不
丁被蛇咬。

记者拨打相关部门电话，但由于
没有发现蛇的影子，因此也没有办法
派专业人员前来抓捕。

经常接到市民抓蛇求助电话的
消防人员提醒，蛇一般不会主动攻
击。若居民发现了这条蛇，可先联系
动物园进行抓捕。若动物园处理不
了，还可以拨打119进行求助。

眼见蛇爬进小棚
抓时却没了踪影

四代编码地图

15年研究历程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侯修梅
刘卿卿

守着偌大的
地图却总也找不
到想找的地儿，是
不少游客都面临
过的尴尬。随着第
四代编码地图“双
拼音字母索引+对
号入座速查法”的
诞生，这些问题都
迎刃而解了。发明

“地图字典”的不
是别人，正是奇山
街道8 5岁的老人
刘阳彬。

在刘阳彬老人家中，墙上挂
着大幅的世界地图，与普通地图
不同的是，上面多出许多标有数
字编码的小方格。地图两侧还附
有每个地方大概位置的编码，细
细密密的线和数字将整个地图
重新割分成很多小块。

“学会了方法，搜索起来就
容易了。“刘阳彬老人介绍说这
是“双拼音字母索引+对座速查
法”，只要取地名的首字母作为
查询依据，两档标准齐用，在几
秒钟之内就能锁定想查找地点
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再也不用
盯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直冒汗了。

记者随便想了个国家———
波兰，按照首字母“B”和“L”，寻
找相对应的数字后，几秒钟很快
找到了对应的地理位置。

“只要会拼音的人都能用，
学起来也不费力。”刘阳彬老人
说，简单实用是这版大地图最大
的好处。

研究地图是个费脑子费眼
力的活儿，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
为何乐此不疲？

老人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在
单位整理档案、书信，经常看到
一些外地的来信，信封上奇奇怪
怪的地址总能勾起他的好奇心。
当时没有网络，好奇的他只能翻
地图挨个查阅信封上的地方在
哪儿。那时他就在想：有个方便
查阅的地图该有多好。

退休后，这个想法再次冒了
出来。别人在打牌时，刘阳彬老
人在埋头研究地图；别人外出游
玩时，刘阳彬老人还在埋头研
究，这一研究就是15年。

不会用电脑，只得用笔编写
数千个地名。但这样一来，一旦
插入或调整地名，重新排序时非
常麻烦。时年71岁的刘阳彬老人
狠了狠心，花6000元买了台电
脑，开始自学打字和上网，只为
搜集资料来发明地图。

把地图卷缩在两根直径3厘
米的塑料管上，再将其放在狭长
的木匣中，狭长木匣放在拉开的
两个抽屉上作为支撑。扭动塑料
管的两端带动地图卷动，露出要
敲打的地名，以方便随时校对和
更改地图信息。15年来，刘阳彬
老人每天在客厅的小桌前一坐
就是几个小时。

“我发明编码地图的目的是
为了方便大家，不图别的。”刘阳
彬老人说，凡是国营、民营和个
体户，只要将“双拼音字母索引
+对号入座速查法”用于公益
上，一律免费使用。

潜心研究15年，刘阳彬老人
共发明了四代编码地图，根据市
民的反馈不断修改，如今第四代
世界和中国编码地图已在新华
书店上架。

中国和世界编码地图研究出
来了，刘阳彬老人并不满足，下步
他打算研究其他国家的地图。

只要会拼音

就能搜地图

为研究地图

71岁自学上网

只要用于公益

一律免费

市民捂着鼻子从无盖井旁走过。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刘阳彬老人自己制作了“圆筒式校对地图装置”标注位置。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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