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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全媒体

小小区区电电表表两两年年半半未未装装好好
何时完工尚难确定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李晓
东)小区自2011年3月份开始进行
居民用电一户一表改造，然而仅
装完电表盒就停了工，至今两年
半仍未安装配电箱及电表。 6
日，小区居民反映老式电表故障
频发，电费收取也存在诸多问
题。

6日，在位于北宫街与新华
路路口西侧的地毯厂宿舍，记者
查看了多个楼道内的居民用电电
表，依旧是使用的老式电表，电
线裸露在外面，而一旁的读卡新
式电表仅装了空电表盒。

“这些电表盒是2011年3月
份就装好了，结果就放在这里，
改 造 工 程 也 不 明 原 因 的 停 工
了。”住在小区2号楼的孙女士
说，潍坊市曾在2009年7月下文
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水、电、气改
造，地毯厂宿舍也属于改造小

区，但是却迟迟不见动静，直到
2011年才有人来安装电表盒，并
表示马上进行一户一表改造。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地毯厂
宿舍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入
住，目前有4栋楼加上平房共198
户，居民多为退休的老年人，一
直使用的老式电表。地毯厂倒闭
后，该小区物业归亚星集团负
责，每年会有专人来查小区总电
表收取电费。“每个单元有单元
表，由楼道内的居民自己抄表，
然后跟每户的电表数值核对，差
额由楼道内居民平摊”。1号楼
的李先生说，由于无人管理再加
上设备老化，小区电表时常发生
故障，一到用电高峰就经常跳
闸，还存在不少偷电的现象，有
时候一个楼道光补差额要就3000
多元，而且都是老年人，抄电表
特别不方便，所以一直期待改造

一户一表。
该小区的杜女士说，她跟另

外几名邻居已经多次去潍州路上
的奎文区供电营业厅询问何时能
再开工，工作人员曾来勘察过，
并要求居民腾出场地安装配电
箱。“我们是连夜找车来拆了公
共厕所，但是接下来又没动静
了”。杜女士说，之后他们至少
去供电营业厅咨询了4次，但均
需要报计划，再等等。

6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到
奎文供电营业厅营业部负责该
小区一户一表改造的蒯先生，蒯
先生说，因为先前的地毯厂倒
闭，无人为改造设备埋单，只能
等调配来的设备到位之后才能
再开工，但是时间尚难确定。对
于为何之前停工两年半之久，蒯
先生称自己是今年6月份才接管
该小区，对之前事并不知情。

寒亭消防检查消防产品销售点

近期，潍坊寒亭消防
大队监督检查人员重拳出
击，积极加大对辖区内各
类消防器材维修点的检查
力度，严打制假售假行为
的发生，从源头上严把，
坚决杜绝不合格消防产品
进入市场，确保让消费者
用上合格消防器材。

经过检查发现，全区

消防产品营销点并未发现
出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与此同时，为全力提高社
会对消防产品真伪辨别能
力，大队还适时组织召开
会议宣传贯彻消防产品身
份证制度和阻燃制品标识
管理，形成全社会共同监
督的良好局面。

宋航之

潍城消防整治消防产品市场
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违法行
为，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
净化消防产品市场环境，潍
城大队针对辖区的实际情
况，采取“监、访、查、管、宣”
五字方针，全面治理和净化
消防产品市场，不断提高消
防产品质量，在全区范围内

掀起一场集中整治消防产品
市场的“红色风暴”，取得了
显著成效。

把消防产品专项治理
工作融入到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中去，把消防产品治
理当成火灾隐患排查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落实。

徐翠翠

坊子区消防开展消防产品整治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产

品使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
击非法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切实防止和消除因产品
质量问题造成的火灾隐患，
连日来，坊子大队全面展开
消防产品专项检查行动，严
格把控消防产品质量关。

下一步工作中，大队将
继续加大消防产品检查力
度，切实提高各社会单位识
别消防产品真伪的能力，净
化消防产品使用环境，加深
辖区群众对消防产品的重视
程度，全力构筑消防安全防
护体系。 杨青

男男孩孩眼眼部部发发炎炎险险些些丧丧命命
掏空眼球渡过险关，经济困难无法承担治疗费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张焜）
17岁男孩眼部发炎，导致眼眶受到
感染，进而出现生命危险。6日，在
掏空眼球之后，男孩渡过了险关。
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已无法
承担治疗费用。

6日下午2点半多，在潍坊眼科
医院二楼病房，17岁的杨书杰正与
父亲杨同龙聊天。他的左眼位置上
贴着一块白色纱布。

今年56岁的杨同龙看着儿子
说，在杨书杰七八岁的时候，因为
左眼病毒性角膜炎，先后做了两次
手术进行眼角膜移植，当时就花了
1万元钱。一转眼是十年过去了，本
想着不会再有什么事，可没想到大
约七八天前，正在上课的孩子突然
发烧，当晚左眼就看不到东西了。

“在诊所里挂了一天吊瓶，没
起什么作用，反而左脸都肿了。”杨
同龙说，随后他就带着孩子来潍坊
求诊。

杨书杰的主治医生告诉记者，
杨书杰来的时候，脸部肿胀得很厉
害，并且已经开始有疼痛感。经过
检查，他由于左眼眼球感染，导致
了“眶蜂窝组炎”。这是少数能够致
命的眼病之一。多亏杨同龙没有耽
误时间，及时送儿子到了潍坊眼科
医院。在接诊后的第二天，专家们
就对杨书杰的左眼球做了处理：挖

空了眼球，只剩外面的“壳”。
据介绍，杨书杰曾经接受过眼

角膜移植手术，眼部抗菌能力变
弱，再加上家庭条件较差，可能无
法保证卫生。目前经过手术后，杨
书杰情况良好，如果情况允许，可
以安装义眼。这样的话，后续各种
费用可能能达到2万元，对于杨书
杰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巨额的数
字。

杨同龙说，妻子一直患有白内
障，双眼几乎无法视物，因为怕花
钱，也一直没敢去就医。家里包了

几亩地，吃饭就靠种地。其它的收
入就靠他自己打工挣点，情况最好
时一个月几百元。

“孩子还年轻，我当然希望他
能学门手艺，能挣钱，再娶个媳
妇。”杨同龙说，杨书杰当年做角
膜移植手术时，就是借的钱。后来
他自己又因为高血压住院，花去
了1万元钱。这次杨书杰左眼发
病，已经花去了近6000元钱。前前
后后，他已经对外欠下了两三万
元，杨书杰的治疗费用让他不停
地叹气。

小区在2011年就装好的电表盒至今依旧是空的。
本报记者 李晓东 摄

没有钱安装义眼、进行后续治疗，不满18岁的杨书杰说，他不知
道以后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张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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