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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大社区

庄科村和杨庄村村民出行受阻

路路修修好好了了，，桥桥却却没没人人管管了了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贺莹莹
见习记者 陈兰兰 ) 德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庄科村通往杨庄村的
公路已经修好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马路中间的桥迟迟没有修
好，村民出行成了大问题，原本十分
钟的路程，现在绕行需要半小时。

据了解，这段新修的路是经二
路，向北和东方红路相连，道路于
2012年底完工，“路修好将近有一年
的时间了，但是马路中央的桥却迟
迟没有动工，平时就没法经过，下雨
天就更难走了。”在马路边种桃的一

位村民告诉记者。原来还可以绕行
到经三路，去年有货车把经三路的
大桥压塌了，现在也没有修好，只好
走经二路了。

在现场，通往桥的主干路已经
修好，唯独桥周边的道路泥泞坑洼，
难以通行，由于近期下雨的原因，桥
两边的土都冲到了水里，整个桥面
塌陷非常厉害，桥底损毁更为严重，

整个桥面处于悬空的状态。据村民
介绍，这条路是庄科村通往杨庄小
学的必经之路，“过几天，孩子上学
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以前，下雨天，
送孩子上学需要绕道到汇一驾校考
试中心，十分钟的路程需要绕行半
小时才能到学校。”

随后，记者联系了杨庄村的村
支书杨东军。杨书记告诉记者，原来

经二路上，没有这座桥，经三路上村
民出行的桥因年久失修，被大车压
塌陷后没有修复，同时为了通行方
便和灌溉的需要，决定修建经二路
上的这座桥。杨书记说，桥底打桩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修桥的工程
却迟迟没有动工，投标修桥单位的
资金迟迟不到位，具体什么时候开
工，他也不清楚。

本报8月18日讯 (见习记
者 陈兰兰 ) 17日，长河小
区的居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11号楼一晚上跳闸好几次，3
个单元的居民只能晚上轮流
合闸，不少居民直言这样的日
子实在是受不了。

“以前也跳过闸，但是进
入夏季以来，跳闸的次数越来
越频繁，有时候刚合上闸又跳
了，最频繁的一晚上跳了 3
次。”住在11号楼3单元的王女
士说，她害怕家里停电磕碰着
孩子。和11号楼的情况相同，9
号楼也曾出现频繁跳闸的情
况。居民介绍，每次跳闸都是

他们自己去楼底下合闸，物业
也曾派小区的电工挨家挨户
的排查，并没有找出真正的原
因，“这么高的温度，又赶上没
电，年轻人都受不了，更别提
老人和孩子了。”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由于该小区是2004年
修建的老小区，当时设计的小
区供电能力较低，也存在线路
老化等问题。现如今空调等家
用电器的增多，小区出现跳闸
的情况也不为怪，加上近期改
造线路的难度比较大，现在物
业只能提醒居民节省用电，尽
量减少跳闸的次数。

一晚上能跳三次闸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李明华 通讯员 孟洁 ) 8
月16日下午，由德州市妇联举
办的德州市家庭教育进社区
项目首场讲座在肖何庄社区
正式启动。现场，全国《知心姐
姐》杂志社的知名专家孙玉华
教授做了免费家庭教育讲座。

“家庭教育进社区”是
德州市十大妇女儿童公益
项目之一。以社区家长及监
护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
组建家庭教育专家志愿者
团队，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和
咨询服务，举办家长沙龙活
动，推荐家庭教育读物，提供
音像资料，设立家庭教育咨询
热线和专家信箱等多种方式，
引导广大家长树立正确的教
子观，掌握科学的教子方法，
提高广大家长科学教养子
女的能力和水平。

在肖何庄社区，全国《知
心姐姐》杂志社的知名专家孙
玉华教授以“关注孩子心灵成
长”为主题，运用专业的知识
和生动的案例，结合多年家庭
教育经验，深入浅出的讲解了
孩子心灵成长需要的五大营
养——— 肯定、自由、情感、宽
容、梦想，向家长传授了塑造
孩子健康心理的科学理念和
方法。

据了解，家庭教育进社区
项目将深入到德城区、禹城、
乐陵、陵县、平原、经济开发
区、运河开发区等7个县市区
50个社区，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和咨询服务100场，开展家长
沙龙活动50场，项目惠及全市
家长1万余人，极大地提高广
大农村家长的教子水平，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家庭环境。

百场家庭教育讲座启动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李明
华 ) 18日，有市民反映，北园小
区附近的门市房最近接到所属
的张庄社区居委会通知，从7月份
开始，将要每月在6日前缴纳30元
或80元的卫生费。但是一些店铺
反映，之前并未缴纳过类似费
用。

雪 龙 人 小 餐 桌 老 板 王 先
生告诉记者，八月初接到张庄
社区居委会通知，要求包括雪
龙人小餐桌 8家在内的商铺每
个月缴纳80元的卫生费，而其
余 四 家 则 每 个 月 缴 纳 3 0元 卫
生费，如果不缴纳则停水。“在

这做生意四五年了，都没有缴
纳过卫生费。”王先生说，路门
口的卫生都是由自家打扫，也
没有清洁员打扫。王先生商铺
附 近 的 立 莹 饭 店 老 板 王 女 士
则抱怨道，每月80元的卫生费
用偏高。“一年一千多块钱呢，
有些吃不消。”王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14家被
通知开始收缴卫生费用外，北园
小区内其余商铺的一些卫生费
也有提高。“前几个月卫生费用
从每个月60元提高至80元。”一家
饭店老板刘先生说。

北园小区物业公司王经理

告诉记者，对14户收缴卫生费
确有其事，因两户没有经营等
原因，实际上是对12户收缴卫
生费。据悉，小区内下水道清淤
等属于卫生服务。这12户门市
一直未缴纳过，却在享受卫生
清洁服务，所以只能进行收缴。
另外，北园小区比较大，清洁任
务比较重，小区内清洁员又增
添了3人，另外清洁员的工资也
在上涨。“每年物业费都入不敷
出，只能提高卫生费。”王经理
说，如果这12户产生的垃圾能
够保证自己送到转运站去，就
可以不交卫生费。

多年来从未缴纳

门门头头房房咋咋要要收收卫卫生生费费

“一天不写
就感觉手痒痒，
心 里 空 荡 荡
的。”78岁的王
金柱，一天学也
没上过，退休10
余年间，老人手

拿字典笔耕不辍，写诗1000余首，
先后在《农村金融》、《中国青年
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作
品300余篇。

8月18日，记者来到德城区马
市社区爱帮敬老院。78岁的王金
柱老人住在2楼的一间单间里，房
间内陈列着一些简单的家具家
电，床头的写字台上铺满了正在
创作的诗词作品。“这里是我发
表过的作品，有一大摞。”老人家
如数家珍：这是在《金桥》第4期发
表的《圆梦》，这是在《前哨》(《山
东文学》的前身 )发表的《老伴
颂》……王金柱将这些最珍贵的
报纸、期刊全部码得整整齐齐，
按发表顺序摆放在专门制作的
陈列柜里。

“刚开始看书的时候，只能
一手拿字典、一手拿书。”王金柱
说，他出生在夏津县城北的一个
小村庄，从小喜欢诗词创作，爱
读孔子的书籍，但由于家境贫
寒，一天学堂也没上过，只能靠
自己查字典慢慢积累、摸索。1994
年从夏津县农村信用社退休后，
老人更是有充足的时间学习诗
词，他还自掏腰包参加了中国老
年大学诗书画专业的学习。每当
有了创作灵感，他顾不上白天劳
累，总要修改满意后才休息。为
了写出好句子，他翻阅词典，请
教喜欢诗词创作的朋友，反复修
改，再拿给大家一起“检阅”。每
当写出一首好诗，他都兴奋得睡
不着觉。

“其实我也写不出高深的诗
词，都是自我消遣的顺口溜罢
了。”谈起诗歌写作，王金柱很谦
虚地说。10余年间，他的诗词写了

1000余首。此外，王金柱还喜欢在
附近的公园、广场遛弯，他说他
每天至少要用3个小时来进行锻
炼，在锻炼的过程中，只要有灵
感，都会随时随地记录下来。他
说：“哪怕一天没有拿起手里的
笔，写写画画，生活里就像是缺
少了点什么，浑身没劲儿。”

虽然已近耄耋之年，但老人
还是坚持每天写作。当别人问及
王金柱老人每天这么辛苦图个
什么时，他说：“人活着，其实就
是活个精气神。活到老，学到
老。”老人家还有个愿望，希望有
书法家愿意将他的诗词写出来，
一起传承诗词文化。

7788岁岁老老人人写写了了上上千千““顺顺口口溜溜””

本报记者 李榕

谈起诗词创作，王金柱老人滔滔不绝。 本报记者 李榕 摄

8月17日上午，南部生态区第六届采摘节暨德城区2013

“好客山东休闲汇”启动仪式在万亩生态园举行。此次采摘节
将持续到9月1日。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李明华 摄影报道

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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