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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人人终终于于回回家家，，却却难难做做回回““烟烟台台人人””
在外地近半个世纪，退休回烟台后发现户口难落下

三楼装修改管道

邻居水表跑“疯”了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苑菲
菲) 芝罘区桦林小区祥尧一街48

单元发生了一件蹊跷事。从2个月
前开始，只要五楼和六楼用水，不
光他们家中水表转，四楼水表也跟
着转。这是咋了？

马女士是桦林小区祥尧一街
48单元六楼的居民，从2个月前开
始，她家的自来水流就变得特别
小。“拧开水龙头后，水流还没有成
人小拇指头粗，半天才能接一点
水。”马女士说，后来她发现，五楼
住户存在同样情况。

两家人一番查找才发现，原来
是四楼邻居把阀门关了。两家人找
四楼邻居询问，结果对方也一脸委
屈，原来，四楼家的水表不知道什
么原因，即使楼上用水，他家的水
表也会跑数。查来查去，没有查到
问题出在哪儿，四楼干脆把阀门关
了，等用水的时候再打开。

这事儿怪了，问题到底出在哪
里呢？三家向物业反映，问题却没
得到解决。

21日，记者来到桦林小区物业
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周一时，他们水电科的工作人员去
检查过了，原来是三楼住户装修时
改动了水管，造成楼上的水表异
常。物业已让三楼住户解决这个问
题。

离家近半世纪

终于回到家乡

在上夼西路一个59平方
米的房子里，85岁的景德老人
和他80岁的老伴向记者诉说
了他们的心愿和诉求。

景德老人说，1947年他响
应号召，离开烟台参加部队，他
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后来被调到吉林的一军工
厂参加工作。他曾经走过祖国
的大江南北，但一直怀念曾经
养育他的那片沃土——— 烟台。

由于工作原因，景德老人
和老伴不得不留在了吉林。

直到1995年，景德老人的
小儿子从吉林调回到威海工
作，老两口在吉林也没有了亲
人，此时景德老人已经办理了
离休，他们打算回烟台。烟台

有景德老人的大儿子，还有老
人的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

离开家乡半个世纪，重回
烟台的心情是激动的。“还是
家乡好啊，烟台的山美、水美、
人美。”景德老人激动地说。

难做回“烟台人”

愁坏老两口

景德老人回到烟台后，一
直在大儿子的家里住着。大孙
子结婚时，老人搬了出来。

老人打算自己买套房子，
但是由于老两口都上了年纪，
没法办理抵押贷款。

思来想去，两位老人让威海
的小孙子帮助办理贷款，在上夼
西路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写
了小孙子的名字，老人每个月给
小孙子1400块钱，用作还贷。

在烟台生活的日子是美

好的。“社区的人都很热情，社
区管得也挺好，社区的领导也
经常来看望。”景德老人说，不
过有时候，他们老两口还是闷
闷不乐，因为他们的户口一直
没能迁过来。

老人曾经多次去奇山派
出所询问，因为新房子的户主
不是他，小孙子的户口在外
地，所以他们无法直接落户。

两位老人都上了年纪，没
有本地户口的最直接麻烦就
是，平时遇到头疼脑热、跌打损
伤，得跑到吉林去报销医药费。

能把户口落到新房子上，成
了两位老人现在最大的心愿。

户政科民警

建议“曲线”落户

为了能落下户口，记者和
两位老人来到了辖区奇山派

出所咨询。
据民警介绍，要落户只能

有四种情况：买房、夫妻投靠、
父母落到子女房子上、未婚子
女投靠父母。但是从老人的实
际情况看，四种条件都不符
合。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烟台
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户政科的
民警，民警在了解了景德老两
口的情况后，建议先将户口从
吉林落到在烟台生活的大儿
子房子上，然后让小孙子从威
海回来拿房产证到奇山派出
所落户。

“现在户籍政策一直卡得
比较严，‘曲线落户’可能比较
麻烦，但这样在政策上可以行
得通。”民警介绍。

有了希望，老两口已经开
始和大儿子商量落户的具体
问题。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张晶 ) 近日有市民反映烟台
市港务局这个名称取消好几
年了，怎么公交站点还报“港
务局”呢？烟台市运管处的工
作人员答复，站点更新需考虑
市民习惯并逐步推进。

“一般以地标建筑设立的
站点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单位

或建筑，‘港务局’这个单位都
撤销好几年了，怎么公交站名
还是老样子？”近日，市民王先
生拨打本报热线询问。

对此，记者咨询了烟台市
运管处，专门负责公交站名的
工作人员薛先生告诉记者，更
改公交站名工程量较大。一个
站点要改名字，经过这一站的

公交车沿线站牌都得换，公交
车上张贴的站名也得换，而且
关键是公交车上的报站器还
得更新。

此外，更换站名还要考虑
到市民的地名情节。“不少老烟
台人习惯这一站叫‘港务局’，
一下子换了站名容易给这些人
带来一定不便。”薛先生说。

薛先生告诉记者，运管处
每年定期统一更新两次站名，
如果“港务局”站名需要更改，
运管处会逐步更换。不过，换
了站名也不会立马将“港务
局”这三个字去掉，可以将旧
站名附在新站名后面，尽量减
小因更新站名为市民带来的
不便。

““港港务务局局””没没了了，，公公交交站站牌牌咋咋不不变变

留学政策

有不少新变化

参加展会，最重要的是了解
各国的留学政策。27日，数十家
知名留学机构的留学专家将就
各国2014年招生新政策作出解
读。

业内人士称，2013年各国留
学政策整体利好，但也发生了不
少新变化。

美国本科通用申请表从框
架到内容都有重大变化，美国
名校申请标准提高；英国签证
在试行抽查面签后正式调整为
强制面签，许多英国大学提前
开放2014年春季申请；2013年，

澳大利亚PSW毕业工作签证正
式施行，学士学位以上学生毕
业后可申请取得 2 - 4年不等的
工作签证。此外，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今年相
继宣布接受高考成绩，至此澳
大利亚已有 6所大学认可高考
成绩。

留学规划

需全面、深入

可喜的是，现在很多家庭
在留学这件事儿上更加理性，
会更注重适合度和实用性。某
些专业实力极强但综合排名不
高的大学，近年来渐受青睐。伴
随着低龄化留学趋势，越来越

多的国外中学走入国人视野。
至此，留学需求的多样化格局
已显雏形。

此次教育展邀请到了数十
家知名留学机构为您的留学保
驾护航。留学经验丰富的留学专
家对全球数十个国家逾百所海
外院校 (包括综合性大学、高等
技术学院、大学预科、语言学校
等)进行深入解析，高中生、大专
生、本科生、硕士生，在读及毕业
生均适宜参加。展会现场，留学
专家将从定位、规划、体验、历
练、提升、成就等方面全方位深
入透析、测试，根据每个学生的
自身条件、个性特点和不同人生
阶段，制定适合个人发展的成长
规划方案，并指导学生根据留学

目的选择专业，再选择国家。同
时，还将对海归就业力进行分
析。

逛留学展会，是走马观花，
拿各种传单？还是认真咨询，有
条不紊？在教育展会上，如果只
是漫无目的地逛，可能完全没有
头绪，也浪费时间。专家提醒，由
于各国教育制度不同，所以在参
加展会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留
学目标，对于留学国家、院校、专
业和未来的就业方向都有明确
的掌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
括学历、语言能力、家庭经济情
况等，事先将自己比较关心的问
题列举出来，带着问题清单到展
会现场，有目标、有目的地向留
学专家请教。

本报记者 柳斌

对于一位85岁的老
兵来说，景德老人始终
渴望回到他的老家烟
台，这片曾经生他养他
的地方。如今，他和老伴
都回来了，但他却成不
了真正的“烟台人”———
老两口的户口都难落
下。

听听专专家家剖剖析析““留留学学这这件件事事儿儿””
去留学，10月27日来烟台第十届国际教育展吧

明年去留学，现在来
申请！去哪个国家、选哪个
学校、哪个专业就业前景
好、怎样申请有把握……
你是不是很迷茫却又不敢
断下决定？为此，本报将于
10月27日(周日)在中银大厦
3楼举办烟台第十届国际
教育展，为广大学子和家
长们提供最权威、最全面
的留学信息。本届展会免
费向广大学子和家长开
放，预约电话15506483377。

落不下户口，景德老人一直在使用暂住证。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社区帮办
帮办热线：0535-6879060

观赏价值高、一年四季常绿
的绿宝树一般都不开花，但芝罘
区张女士却发现，他们养在办公
室的绿宝树，仨月内开了3次花。
市园林处总工程师于文胜介绍，
绿宝树在北方开花很少见，可能
与培养环境适宜有关。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影报道

绿宝树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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