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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运菜菜车车进进城城得得每每天天现现办办通通行行证证
龙口两市场被限行区包围，菜农耗不起，交警称市民举报货车噪音大

红色捷达在海边

一停就是小半年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张晶)

23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一辆破旧
捷达停在滨海广场的公共停车位已
有小半年，一直没人开走，“车破得不
成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废车。”

记者随后在滨海广场悦海大酒
店对面的公共停车位找到了这辆“破
得不成样”的红色捷达车。车头和车
尾都已破败不堪，底盘已经脱落，司
机座位的车窗敞开着，记者可以清晰
地看见车内驾驶操作部件损毁严重，
车座很脏，布满了灰尘。副驾座上仅
留有一本破旧的《养生必备》，车胎完
好，唯一有信息价值的就剩车尾的车
牌号了。

“这辆车应该是出车祸了，它从
我来就在那停下了，不过这边属于公
共停车位，也没人过来管。”酒店的保
安小王告诉记者，“公共停车位停多
久都不会有人管，但是这辆车已经破
成那样，应该拖走，不然在海边影响
市容。”

几乎每天都要来海边钓鱼的陈
先生告诉记者，这辆车已经停了小半
年，从车子的破损程度看，应该是报
废车。

陈先生说：“车子总停在那里影
响了别人停车，每天过来办事的人特
别多，本来免费停车位就缺，好家伙，
这辆车一停就是小半年，还让不让别
人停车了。”

不过另一位在海边散步的市民
觉得，这里是公共停车位又没有停车
时间限制，市民停多久都可以，也不
能强制把车拖走。

23日下午，记者联系了烟台市交
警大队，民警称在公共停车位停车是
市民的权利，但考虑到这辆车的破损
程度，民警会根据车牌号调查该车信
息，尽快处理此事。

撞得玻璃砰砰响

受伤小鸟来敲窗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张姗姗)
23日，牟平区的赵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反映，早上正在睡觉，突然被一声
撞击窗户玻璃的声音惊醒。起来一
看，原来是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撞到
窗户后落到了地上。赵先生担心小鸟
遇到危险，就暂时把它留在家中。

23日早上6点多，家住牟平区张
家庄的赵先生正在睡觉，突然听到有
什么东西撞击窗户玻璃的声音。张先
生起床来到窗外，看到一只褐色的小
鸟落在地上。看到有人靠近，小鸟想
要飞走，但是没飞多远就落到了地
上。

“不知道这是什么鸟，从来没见
过。外表也没有受伤的痕迹，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赵先生担心小鸟遇到
危险，就把它抱进了屋里，暂时留在
家中。

“小鸟可能是饿了，我给它拿了
点大米和火腿肠，它吃了一些。”赵先
生说，小鸟有点怕人，不管谁一靠近
它，它就啄人。

这只小鸟体长30多厘米，腿长约
10厘米，羽毛大部分为褐色，夹杂着
一些白色的斑点，胸前羽毛呈黄白
色。赵先生说，小鸟嘴巴很长，“大约
有中指那么长”。

看到小鸟照片后，南山动物园工
作人员姜春林告诉记者，这种鸟名叫
紫背苇鳽，俗名叫水骆驼、秋小鹭、秋
鳽，在烟台属于比较常见的野生动
物。姜春林说，紫背苇鳽主要生活在
水边，喜欢吃鱼虾类食物，人工养殖
比较困难，“如果这只鸟能飞的话，可
以找个人少的树林或者水边放生。”

赵先生说，小鸟现在只能飞四五
米远，不忍心放走它，“打算再喂它几
天，好好照料它。”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齐
金钊) 自9月15日本报成立采
摘团以来，累计有几十位读者
参与了我们前两季的采摘活
动，大家不仅吃到了亲手采摘
的葡萄，还学会了酿酒技术。
为了能让更多朋友体验到葡
萄采摘及酿酒的乐趣，本报采
摘团定于本月28日启动第三
季采摘活动。

“什么时候再去君顶酒庄
采葡萄，现在还能参与吗？”23

日，读者刘女士拨打报名电话
说，前两次活动自己和孩子都
因为时间不巧没能参加，感觉
特别遗憾，“孩子看到君顶酒
庄的葡萄园喜欢得不得了，特
别想跟着采摘团去摘葡萄学
酿酒。”

蓬莱君顶酒庄坐落在世
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的蓬莱
南王山谷内，6000多亩葡萄园
三面环绕着美丽的凤凰湖，有

“亚洲最美葡萄酒庄园”的美

誉。在我们的采摘活动，读者
除了可以现场品尝葡萄外，还
可以在酒庄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亲手酿造属于自己的葡萄
酒。

除了采摘和酿酒，读者还
可以参观亚洲最大的8000平
方米多功能地下酒窖、以及融
合新旧世界传统文化和现代
意识酿酒技艺为一体的葡萄
酒生产车间；参观东方葡萄酒
文化长廊、专业品酒室、汇集
世界各大名庄葡萄酒的美酒
荟等。

本届君顶酒庄采摘节分
套票和单票两种，其中活动套
票散客价为每人169元，单票
为每人99元。参与本报采摘团
可享受套票120元/人、单票80

元/人的优惠。其中套票包含
酒庄参观门票、品鉴 (东方干
红、干白 )、草帽、自酿酒用的
广口瓶及1 . 5公斤葡萄。单票
费用包括草帽、自酿酒用的广

口瓶及1 . 5公斤葡萄，不含品
鉴。

本报采摘团第三季活动
将于9月28日举行，活动形式
为自驾采摘。2 8日早上8点，

参与采摘活动的读者请在沈
海高速福山收费站前集合，
一同前往蓬莱君顶酒庄。本
报 采 摘 团 报 名 电 话 ：
18660095767。

在本报采摘团第二季活动中，读者将摘下的葡萄捏碎准备酿酒。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采摘团28日再赴君顶酒庄

66000000亩亩葡葡萄萄任任您您选选摘摘

货车下高速

先打车办通行证

莱西于志显，是龙口市嘉
元农贸批发市场一位商贩，主
要从莱西和龙口之间往返运
送蔬菜。8月下旬，于志显开车
来到龙口城郊，一下高速，于
志显没有像往常一样一直向
前开，而是把车停靠在了路
边。此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间
才刚刚中午12点，他将货车熄
火，自己也坐在车内着急等
待。

下午1点30分左右，于志
显从货车出来，打车径直来到
城区交警队。约半小时后，于
志显从交警队出来，再次打车
来到停在城郊的货车跟前，发
动车辆驶入城区。这是在干
吗？于志显告诉记者，他刚才
是到交警队办理通行证。

“没办法，现在没有通行
证，市区不让进。”对此有些无
奈的于志显称，他从业近 1 0

年，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尴
尬事，运送蔬菜还要办理通行
证才能进市区。“通行证有效
日期是一天，也就是每当我从
莱西运菜到龙口，都要经历今
天一样的过程。”每当想到这

儿，于志显都愁眉不展，“从莱
西到招远再到大秦家，从未遇
到这样的事情，天天这样太不
现实。”

龙口西城区

几乎全面限行

对此，本地从事水产行业
的商贩王华清介绍说，主要是
因为城区多数道路都已限行，
没有通行证，黄色车牌的货车
不可通行，否则将受到罚200

元、扣3分的处罚。
“去年冬天时，城区限行

部分线路，但城区内2大市场
经过绕行还可到达。最近又增
加了一些限行道路，如此一
来，嘉元农贸批发市场和水产
批发市场完全被限行区‘包
围’。”王华清如此说道。

随后，记者也进行了实地
探访，发现城区内很少有黄色
车牌货车通行，而不少路边都
有限行标志。和平路、环海路、
渔港路、环城路等，城区大小
街道基本都可见限行标志

“交警队有自己的上班
时间，办理证件需要卡点，若
是晚上想进城甚至需要等一
夜，到明天才能办理。”不少
商贩对此十分无奈，“假期正
是忙的时候，但货物却运不
进来。”

菜农希望开辟

绿色通道

既然黄色车牌货车限行，
为何商贩不改用其他货车？对
此，龙口市嘉元农贸批发市场
孙心平称，黄色车牌货车主要

是2吨以上载重的货车，而2吨
以下货车一般采用蓝色车牌，

“蓝色车牌的货车虽然可在城
区畅通，但无疑大大增加了货
物的运输成本。”孙心平介绍，
嘉元农贸批发市场原本有近
30%外地商贩，但据他估计，因
限行原因，外地商贩中约有
20%的摊主不再经营嘉元农贸
批发市场的生意。

据知情人介绍，限行的原
因，主要是因为市民对货车投
诉导致。不少市民反映，货车
的通行影响了城区环境，同时
噪音大妨碍了市民休息。而王
华清则认为，“菜农运送蔬菜
和水产品的货车，虽然有些吨
位也较大，但并不同于工程车
辆，应区别对待。”

关于龙口市西城区限行
区将市场“包围”的问题，记
者咨询了龙口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二中队刁队长。刁
队长称，主要原因是市民举
报后采取的措施。部分菜农
确实存在一些不便，这些问
题也将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
映，尽快将问题解决。同时刁
队长也承诺，将为菜农提供
方便，但具体如何执行还不
能透露，或许将指定时间段
或部分线路。

本报记者 杨薪薪

22日，刚从外地进货回来的孙心平告诉记者，一回
来他就得到一个消息：龙口西城区内又增加了一批限
行道路，他所在的嘉元农贸批发市场，如今已完全被限
行区“包围”。想通过限行区必须先办理通行证，但一天
一办证十分繁琐，而且还有时间限制。23日，记者来到
龙口西城区进行实地探访。

市场里的不少
菜农使用的都是2吨以
上的货车。 本报记者

杨薪薪 摄

▲商贩们每天进
城都需要办理这样的
临时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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