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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摊位被多次倒手，摊主苦不堪言

原原本本一一万万多多，，转转手手涨涨到到七七八八万万

路边淌大粪

居民犯了愁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永
军 ) “我们楼旁边的道路上流淌
着不少大粪，过往居民很头疼。”16

日，市民王女士反映说，只楚路78

号附近马路上流淌的大粪让居民
们很闹心。楚毓居委会称，这个问
题确实存在，她们也一直在协调处
理。

16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了
只楚路78号附近，一溜是三座楼
房，上面写着南仓涝洼区改造楼。
楼房的东侧是一条马路，马路东侧
则是一排排平房。在马路上，流淌
有不少大粪，蔓延了能有20多米
长，气味十分刺鼻。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有市
民和车辆从此经过，车辆驶过的时
候一般都很小心，否则就会溅到车
身上。

“这个情况有很长时间了。”小
区居民王女士介绍说，旁边的平房
没有化粪池，所以粪水不时流淌到
路面上，让过往的市民感觉到很不
便，一到夏天，开着窗户，大粪的味
道实在是很刺鼻。

随后，记者联系到楚毓居委
会。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
情况是个老问题。旁边的平房原先
是烟台瓷厂的宿舍，后来瓷厂不存
在了，但是平房附近没有排污系
统，粪水就流到了马路上。

工作人员介绍，居委会也曾把
情况反映给了瓷厂留守的工作人
员，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

随后，记者联系到瓷厂留守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这个问
题的确一直存在，但是具体情况还
要向领导汇报，看看下一步咋处
理。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最新进
展。

推进农电

营销稽查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开展农电
营销稽查工作，重点针对计量管理、
业扩服务、抄表收费和台区线损等
方面进一步规范农电营销管理，增
强农电营销人员的反违章意识。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幸福蔬菜批发市
场的摊主向本报反映，市场里
的摊位转手太厉害，原本一万
多就可以租到一个摊位，经多
次倒手，价格涨到七八万，一
年辛苦赚的钱近一半都交租
金了。

16日上午，记者来到幸福
蔬菜批发市场时，尚未售完的
蔬菜用帆布盖着，还有大卡车
停在市场里卸货，大多数摊主
从半夜忙到上午，紧锣密鼓干
完活，已回家休息。

摊主李先生告诉记者，自
己租了一个不到 7平米的摊
位，一年就需要3万元。“最近
又要交摊费了，听我的老板说
要涨价，涨了20%，又得多交五
六千。”

“忙活一年能赚钱也行
啊，关键是现在一年赚的钱将
近一半都给人家了。”李先生
说，自己当老板，还不如给人
家打工赚得多。

“我都不想做了，现在生
意不好做，赚不出那么多摊
费。”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
士告诉记者，市场刚建立的时
候自己就来了，眼看着摊费一
年一年涨起来。“以前1整个车
位才1万多，现在半个车位都
得4万，和老板也没有还价的
余地，这么贵老板还不愁租

呢，你不租有的是人租。”
记者调查了解到，摊主们

提到的“老板”并非是蔬菜批
发市场管理办公室。摊主透
露，有人在市场里租下几个车
位，自己不做批发，而是将这
些车位分租给不同的小摊主。

“我们的摊位很多都是从
私人手里租的，自己直接从办
公 室 租‘ 一 手 ’摊 子 又 租 不
到。”很多摊主无奈地说，这些

人都不知道把摊位倒手几遍，
反正越转越贵，都想从中赚个
差价，本来一个20多平米的摊
位从管理办公室租的话，一年
只要1万多，到个人手里，再转
租给散户，有的能卖到七八
万。

记者以咨询租摊位的名
义联系了一“老板”，她告诉记
者，一整个车位如果只是装卸
货物的话，一年需要2万5，如果

长期包下用于经营的话，比这
个价格还要高。

蔬菜批发市场管理方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场大棚内
一个26 . 5平米的摊位需要1万
多，不过不同的地段价格稍有
不同，市场里的确有人租了车
位后转给别人的，如果觉得自
己的摊位租的贵，可以不租个
人的“二手”摊位，可以直接来
办公室租。

连连续续两两三三年年义义务务打打扫扫山山上上亭亭子子
最近未现身，居委会欲寻找这位社区的好居民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苑菲菲 ) 在小东夼有一位热
心的居民，每天早上四五点
钟，自带清洁工具，上山义务
清扫一个凉亭，坚持了两三
年，居民们只知道他姓赵。但
最近这位男子没有现身，居民
们打算张贴告示，寻找这位热
心居民。

杨女士是小东夼的一位居
民，经常在天气好的清晨，上山
去晨练。据杨女士介绍，在小东
夼南面的山上有个小亭子，经
常有晨练的老人和上山游玩的
游客在那休息。夏天的时候，还
会有人在亭子里烧烤。因为常

有人带着饮料和食品上山，亭
子里难免会留下垃圾，给晨练
的老人们带来不便。

杨女士说，她也有些记不
清是2011年还是2010年，清晨
四五点钟时，亭子里出现了一
个40多岁的男子，拿着扫帚在
那打扫卫生。此后，只要杨女
士出门，就能见到这位打扫卫
生的男子。夏天的时候垃圾
多，男子就买了长镊子，一点
点把草丛间的垃圾捡起来，

“有次装了整整两大袋子，拎
下山了。”

杨女士说，冬天的时候，
男子就带着扫帚去亭子扫雪，

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我
们只知道他姓赵，他也不肯说
名字，方便了我们这些老人，
我们想好好表扬表扬他。”杨
女士说，对方是个上班族，每
天5点多就打扫完毕回家，收
拾东西准备上班。老人们想问
问他住哪，他也一直摆手，不
让人把他义务打扫的事说出
去。可最近几天不知道是有什
么事，杨女士上山的时候没再
看见这位热心居民了，心里一
直挺惦记，杨女士就想通过报
社来找找他。

16日上午，记者来到世秀
社区居委会。居委会主任钟女

士说，他们也在找这位热心的
居民。“有老人来了两三次，想
让我们好好表扬这位居民，但
是我们按照老人提供的地址查
找，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人。”

钟女士表示，居委会也嘱
咐小区保安在清晨四五点钟
巡逻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山
上的亭子，看看到底是哪位热
心居民在做好事，可巡查了几
天，保安也没有看到对方的身
影。

钟女士说，居委会打算在
小区里张贴告示，发动大家一
起来寻找这位义务扫亭子的
热心居民。

做做本本杂杂志志，，送送给给偶偶像像王王亚亚平平
牟平小伙搜集关于王亚平的报道，做成杂志委托本报转交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张
姗姗) “我做了一份小礼物，想
送给王亚平。”近日，牟平小伙赵
阳搜集了关于王亚平的系列报
道，做成了一本杂志，想通过本
报送给王亚平。

15日下午，26岁的牟平小伙
赵阳专门赶到市里将他亲手制
作的杂志交给记者。这本24页、
铜版纸印刷的杂志图文并茂。正
面封面采用了本报6月11日头版
上王亚平微笑敬礼的照片，背面
则是“神十”航天员成功返回地
面的照片以及王亚平的简历。

本报6月11日至14日推出
的“烟台与神十”特别报道，其
中包括本报记者赶赴发射现
场、王亚平老家与母校所做的
一系列报道，都被赵阳收罗到
自己的杂志中。关于王亚平的
点点滴滴，这位忠实粉丝都细
心地收集起来。

提到制作这本杂志的初衷，
赵阳说，是因为王亚平的事迹给

了很大的震动与激励，所以想通
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她的敬佩之
意。“王亚平出身于一个普通家
庭，却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这
么大的成功，让我受到了很大的
鼓舞。”

记者发现，杂志中大部分内
容是介绍王亚平执行“神十”飞
行任务之前的事迹，比如她的求
学、成长经历等等，而执行任务
期间的情况只用了很小的篇幅。
对此赵阳解释说，他认为一个人
成功之前的付出比成功本身更
有意义。“我觉得，王亚平进入太
空之前那些不被人关注时的经
历，更能体现出她背后付出的艰
辛努力，也更能体现出她的值得
敬佩之处。”

从6月到现在，赵阳一直
持续关注着王亚平的动态。

“她执行飞行任务期间，我每
天都看相关的报道。尤其是太
空授课，我很喜欢。她讲得很
幽默，而且声音很好听，有亲

和力。”说着说着，赵阳突然感
觉只做一本杂志似乎礼物太
轻了，他还打算把王亚平给高
中母校福山一中的亲笔信，以
及太空授课时所运用的物理
原理，再制作成一张卡片。

“这本杂志是我在7月份利

用业余时间做的，断断续续地用
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有时搜集资
料忙到晚上10点多。”资料搜集、
编辑排版完成后，赵阳就找广告
公司印刷了两本，一共花了240

元钱。赵阳将其中一本交给记
者，委托本报转交给王亚平。

国网招远市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结合冬季
安全用电工作，主动走访大客户，
建立企业用电档案，采取“一对一”
服务的方式，为客户制定详细的用
电方案，保障企业用电安全。

为客户定制

用电方案

幸福蔬菜批发市场，一位在摊主在卖货。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牟平小伙赵阳给王亚平制作的杂志。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粪水在马路上蔓延了能有20

多米长。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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