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伙伙揣揣上上小小铲铲自自发发去去铲铲野野广广告告
一年下来，他用掉一百多盒刀片，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本报记者 李静

招聘网络打字员、银行贷
款、包小姐……在公交站点、
电线杆上、绿化带的树干等
处，这些野广告屡禁不止。在
芝罘区有这样一位小伙，他经
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小铲子，
专门在夜间清理这些野广告。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
他回答，“我不想以后自己的
孩子指着‘包小姐’的广告问
是什么时，我无言以对。”

“一般都是晚上去，晚上六七点
钟吃完饭以后没什么事了，就去清
理。”在芝罘区，自发清理垃圾广告的
尹先生说。

采访中记者得知，尹先生在烟台
港务局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
上一个夜班，休两天，上一个白班可
以休一天，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充裕，
睡觉时间经常安排在白天。“白天睡
多了，晚上就清醒了，所以一般都是
晚上铲广告。”尹先生说，而且他是一
名骑行爱好者，骑着自行车铲广告很
方便。

“平时清理的主要有‘包小姐’、
招聘信息、刻章等乱七八糟骗人的东
西，其中‘包小姐’广告最让人痛恨。”
尹先生告诉记者，那些“包小姐”的广
告大都附上很露骨的照片，这会对青
少年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虽然他现
在还没有孩子，但是他不想以后孩子
看见这样的广告问自己这是什么时，
自己无言以对。

清野广告主要为孩子

铲除广告虽然需要费点钱，但是
他觉得这都不算什么。在平时铲除广
告的时候，他还认识了好几个像他一
样的人。“幸福五村有个大姨，估计70

多岁了，经常能碰见她拿着铲子铲广
告。”尹先生告诉记者，在其他地方他
也碰见过铲野广告的人，攀谈起来才
知道是像他一样自发清理的。

“有人问我我就直接说是有人给
钱，为了赚钱。”尹先生告诉记者，平
时铲广告时经常会遇见有人问他为啥
这么做，他起初告诉别人纯粹个人行
为，但别人会觉得不可理解。后来，尹
先生就干脆直接告诉别人有人给钱，
他是为了赚钱。

谈起赚钱，尹先生告诉记者，还真
有人找过他，要雇佣他专门处理幸福
片区的野广告，但是他觉得那样就太
受约束了，“我平时还有自己的班要
上，要是答应他们，时间上就不自在
了。”

尹先生告诉记者，清理野广告并
非简单地刮一下就行，平时清理的垃
圾广告中，不干胶材料的野广告最难
清理。有一种野广告就是这样的材料，
要是刚贴上被发现可以直接揭下来，
时间久了就得用刀片一点一点地刮
了，“有一种纸质超薄的，贴在公交站
亭上那是最难处理的。”

有一次他在清理垃圾广告的时
候，被贴广告的人员上前阻止，他只好
说自己是为了赚钱。还有一次他在清
理的时候，贴广告人员阻止不成反去
偷他的自行车，还好他及时发现，追了
回来。

本报记者 李静

铲广告被偷自行车

还好及时追了回来

本报10月7日讯 (记者 苑菲菲 )

顾客本来买的是腰围三尺一的西
裤，可由于店员失误，错把腰围二尺
五的小号西裤给了对方。更要紧的
是，这位顾客是名准新郎，买西裤是
打算20日婚礼当天穿的，这可把开发
区新郎西服专卖店的老板朱女士给
急坏了。

“快刊登一下，帮忙找找这名准
新郎吧！”7日上午，开发区新郎西服
专卖店的朱女士着急地向本报求助。
据朱女士介绍，在10月4日下午4点左
右，有名25岁左右的小伙在妈妈和姐
姐的陪伴下，一起来到专卖店挑衣
服。

听小伙的家人说，小伙20日就准
备结婚了，过来买婚礼当天穿的礼
服。朱女士说，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
有点胖，当时选了条腰围三尺一的西
裤。试好衣服后，店员就拿着小伙的
裤子去做裤脚去了。

因为当天比较忙乱，其中一个店
员拿了条包装好的西裤就递给小伙
了，因之前试好了，小伙也没看，拿着
裤子就走了。等小伙原本试好的那条
西裤做完裤脚被拿回来的时候，店员
才发现给错裤子了，被小伙拿走的那
条西裤腰围只有二尺五。

几天来，朱女士晚上都睡不好
觉，就担心这位准新郎在婚礼前出岔
子。而店里又不留顾客的联系方式，
只能等着顾客自己来换裤子了。

朱女士说，这名小伙当天在店里
待了半个小时左右，从和他家人的聊
天中得知，小伙可能住在开发区丹阳
小区或者旭日小区。希望这名小伙的
家人或朋友看到报道后，能及时通知
小伙，让他赶紧去店里换裤子。同时，
朱女士也希望通过本报，能先跟这名
准新郎道个歉。

店家急寻准新郎

前去换裤子

包包子子铺铺不不光光能能吃吃包包子子还还能能留留言言
鲁东大学旁一家包子铺设置留言墙，吸引不少顾客前往

本报10月7日讯(见习记者
吴江涛) 在一般人看来，留

言墙这么“文艺”的事儿，怎么
也不会和包子铺联系起来。不
过，在鲁东大学附近的一家包
子铺里，却有一面留言墙，被
鲁大学生戏称“包子墙”，包子
铺甚至吸引了外国人来此留
言。

6日，记者来到了这家名
为“老朱包子”的包子铺。从外
面看，这家包子铺和周围的商
家没什么两样，行人路过，甚
至不会留意到有这么一家包
子铺。

不过，在鲁大的学生中，
包子铺颇有名气。学生们告
诉记者：“都是为留言墙去
的 ，当 然 ，包 子 味 道 也 不
错。”

走进包子铺，记者看到这
家店铺其实很小，大约二十平
方米，只摆了几张桌子。和其
他店铺不同的是，店里整个西
边的墙壁，布满了留言和涂
鸦。很多留言没地儿写，只能
把之前的留言覆盖掉。

与很多留言墙一样，这
些留言的主题，有爱情，有友
情，也有对学校和大学生活
的怀念，甚至，还有学生在墙
上留下的几首打油诗。

在墙上，记者还看到，有
鲁大学生的留言，期望考上
研究生，为的是多吃几年这
里的包子；也有的顾客可能
吃包子等的时间太长，在墙
上画了个痛苦的表情，吐槽
包子出炉太慢。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留
言走的搞笑风格，纯粹“灌
水”，如“今天吃了 1 0 0个包
子”、“今天喝了 3 4碗粥”等
等，甚至还有的学生留下了

“保卫钓鱼岛”的字样。
谈起店里的留言墙，店

里的厨师于师傅指着一行歪
歪扭扭的字，上面写道“烟台
最好的包子”。于师傅告诉记
者，这是几位来自欧洲的外国
留学生留下的，“他们想写外
语，但我说看不懂，他们就留
了这几个汉字。”

妻子也来搭把手

“前段时间‘创城’，有
一天晚上9点多开始铲，不
知不觉一直铲到第二天凌
晨3点钟。”据尹先生介绍，
他经常晚上骑着自己的自
行车，一边听着音乐，一边
铲广告，也没感觉累，不知

不觉就到了很晚。就算在平
时，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也是
很经常的事。

尹先生说：“从去年就
开始带着铲子铲广告，现在
差不多一年多时间了。”据
他介绍，他有次去青岛旅游

的时候，看见一对夫妻带着
孩子，一家人自发铲除公共
场所的垃圾广告，当时就觉
得这样的行为特别好。回来
以后，他就开始自发铲除广
告了，一直持续到现在，现
在妻子也加入进来了。

自嘲铲野广告是强迫症

“铲子每天都放在我
的骑行包里背着，走到哪
里看见广告就铲掉。”尹
先生告诉记者，在这一年
多的时间里，他已经用了
1 0 0多盒刀片、1 2瓶自喷
漆、4桶涂料，报废了 2副
手套。记者简单地算了一
下，这些工具的费用已有

500多元。
尹先生说：“我现在

看见这些广告就难受，有
时上班没时间清理，就会
一直惦记着，直到铲掉了
才安心。”

“ 这 是 一 种 病 ，得
治！”当问及尹先生这样
做的原因时，尹先生风趣

地说是自己的强迫症。但
是聊天中记者留意到，他
多次强调这些垃圾广告不
仅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很
大，而且还有不少成年人通
过看一些野广告而上当受
骗，加上这些野广告太有损
文明城市的形象了，这让他
很看不过去。

很多公交站点被贴上这种露骨的野广告，尹先生常晚上出来清理。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包子铺吸引了不少人来边吃边留言。 见习记者 吴江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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