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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只只水水表表泡泡水水里里，，可可别别冻冻爆爆了了
自来水公司称可能是山水渗透，会派人前去检修

街道有了律师团

出面帮民工维权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王晏

坤 ) 据了解，黄务街道办事处近
期成立了由芝罘区法院李崇林律
师和烟台欣业来律师事务所6名常
驻律师组成的“司法惠民律师团”，
无偿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近
期，外地民工张勇在律师团帮助
下，成功拿到人身损害赔偿款。

今年8月初，外地民工张某反
映，他在工地施工过程中被土方砸
伤，却无人支付医疗费、护理费、误
工费等费用。

了解此情况后，黄务街道办李
崇林、张群两位律师立即协调建筑
公司送来手术费。

张某手术成功后，他们到施工
工地和医院进行了调查，最终说服
建筑公司赔偿张某11万元。目前，
张某已回到老家安心养伤。

养马岛省级

地质公园今日开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姜煜 慕
平友 ) 近日，牟平积极整合全区
红色旅游资源，推出包含杨子荣
纪念馆等内容的红色英雄游、包
含雷神庙战斗遗址等内容的红
色革命游、包含原八路军胶东军
区遗址等内容的红色将军游三
条红色旅游线路，着力打造牟平
红色旅游品牌。

本报11月11日讯 (记者
石磊 ) “水表井里都是水，水
表全泡在水里，冻爆了可咋
整？”10日，青年南路居民王女
士忧心忡忡地拨打本报帮办
热线说。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烟台市芝罘区青年南路109号、
110号和付110号三个单元共30

户居民的水表全都浸泡在水
中，不少住户担心天寒冻爆水
表影响用水。

10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
来到烟台市芝罘区青年南路
109号、110号和付110号三个单
元组成的居民楼下。整栋楼30

户居民的水表，分置于楼北侧
两个水表井内。

打开110号单元前的水表
井，井下20只水表全都浸泡在
深约半米的水中；在付110号单
元前的水表井内也存在相同
问题，10只水表也都被水淹没。
记者留意到，这两个水表井中
的水泛黄，水表和自来水管道
上有锈蚀痕迹。

有该楼住户告诉记者，这
些水表原本安装在住户家中，
六七年前自来水公司对管网
进行了改造，全部改到了楼北
侧的水表井内。有住户称，两

个水表井内的积水并非最近
才有，这个问题已存在一段时
间了。

之前有工人检查过，发现
管道没有破损，把积水抽出去
了，没想到后来又有积水了。

居民王女士不无担心地
说：“天冷了，如果井里的水结
冰，表不就全冻坏了？”此外她
也担心，水表长期泡在水中会
被腐蚀导致破损。

该楼抄表员马女士介绍，
从几年前她接手这栋楼的抄
表工作起，这两个水表井里就
有积水。为了方便读表，她经

常会清理表面上的污渍。“还
没有出现积水结冰冻爆水表
的情况，如果水表被冻坏了，
自来水公司会及时维修更换，
不用担心。”马女士说。

11日周一上班后，记者来
到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将
这一问题反馈给客服工作人
员。

“应该是山上的水汇集到
水表井里了。”客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水表若是泡在水
中，天冷时或许会出现冻爆水
表的情况，他们将通知管线处
工作人员前往检修。

本报11月11日讯 (记者
张姗姗 ) “垃圾就在家门

口，每天上下班，都要忍受难闻
的气味！”近日，莱山区海风·凤
凰山庄小区居民反映，小区西
门垃圾成堆，每次进出西门鼻
子都要遭一回罪。

10日下午，记者来到凤凰
山庄。小区里环境比较干净卫
生，西门却有一条长10米左右
的垃圾堆。其中不仅有生活垃
圾，还有不少水泥、瓷砖等建筑
垃圾，垃圾堆旁边竖着的一块
铁板上写着“生活垃圾堆放点”
几个字。

2号楼居民李女士告诉记
者，今年春天她搬来的时候，西
边门外就有垃圾堆，“以前有人
清理过，但是最近两三个月没
见有人清理。”

记者了解到，小区虽然有4

个门，但居民为乘车、停车方
便，多数选择走西门。

经常走的路边却堆着垃
圾，这让不少居民心里疙疙瘩
瘩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小区
的东门才是主门，“现在东边的
路已经可以通行了，西边的门
很快就要封闭。”

“堆放垃圾的地方在小区
外边，我们小区里挺干净的。”
该小区海风物业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西门堆放垃圾的地
方相当于一个垃圾中转站，暂
时堆放小区里产生的垃圾。

该工作人员称，垃圾堆得
多了，公司都会安排人员进行
清理，“但是有时候装修的业主
比较多，垃圾量不好控制，没有
及时清理。”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青 于
晓东 谭向永 ) 日前，养马岛省
级地质公园揭碑开园仪式在养
马岛举行。该公园位于牟平养马
岛后海沿岸，总面积3 . 0 3平方公
里，由獐岛十八洞景区、碧螺滩
景区、秦风崖景区和西山湾景区
组成。

牟平推出三条

红色旅游线路

小小区区西西门门外外堆堆垃垃圾圾

居居民民的的鼻鼻子子遭遭罪罪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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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西门外堆着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本报记者 张姗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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