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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住住得得更更宽宽敞敞，，有有人人盯盯上上了了阳阳台台
塔山小区一住户阳台扩成“空中楼阁”，规划部门称私自外扩属违章建筑

万象城七区11号楼

20日左右便能通气

本报7月14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 住进新房半年了，可是万象
城七区11号楼的天然气却一直没
有开通(详见本报6月4日C10版)。14

日，小区七区的居民称天然气到现
在还没有开通，开发商项目部的工
作人员称，资金已经从财政转到新
奥燃气，开通的前期工作已经进行
了，预计7月20日左右开通。

“我们今年2月份就入住，到现
在还一直用电磁炉做饭，天然气一
直没开通。”万象城七区11号楼业
主于先生说。

14日，记者来到小区开发商祥
隆集团的项目部，“开通天然气的
资金需要先打款到财务，财务再拨
款给新奥燃气，7月7日财务将资金
转到新奥燃气，到账后便能开通，7

月12日我们已经将开通前的前期
工程工作完成，预计7月20日左右
便能开通。”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称。

交房刚一年

小区咋又要改造

本报7月14日讯 (记者 王伟
平 实习生 朱秀艳 ) 近日，家
住芝罘区龙海家园小区业主王先
生向本报记者反映，7月11日下班
回家后，他发现小区一楼水泥走廊
全部都被刨掉，路面全是坑洼不平
的水泥块。次日，热心公益的他从
施工工人那打听得知，整个小区已
经入住的A栋、D栋的将全部砸掉
水泥走廊重新铺设大理石，刮掉墙
面大白重新贴上瓷砖。

14日，记者来到龙海家园小区
D区多个单元楼发现，不少楼栋正
有工人在刨空水泥走廊、刮掉墙上
的大白。据介绍，A、D两区共有45

栋楼，每栋楼改造费至少5万元，同
时，3500户居民将会因改造暂时受
影响。

随后，记者联系了龙海花园小
区物业公司山东辉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改造已经入住的A区和D区，属
于政府予以支持的行为，之前曾向
小区公示过样板间和改造通知，可
能是居民自己没有了解清楚。不
过，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具体的工
作则是由该小区开发商烟台龙海
置业有限公司具体实施。

新世界社区干部

慰问辖区老党员

本报7月14日讯 (通讯员 李
媛媛 记者 邓慧秀) 社区的建
设发展离不开老党员的关心支持。
近日，芝罘区幸福街道新世界社区
居委会主任孙晓梅和社区干部一
起走访慰问了社区里建国前的老
党员和生活困难的党员，将党组织
的温暖送到了老党员家中，对他们
长期以来支持社区建设表示感谢。

在老党员的家中，孙主任详细
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杨景芳，1930年3月出生，1947年
入党，是社区唯一健在的建国前入
党的老党员。问及对社区工作有什
么意见时，这位老党员激动地说：

“社区工作人员逢年过节都会来看
望我，我觉得很温暖，感谢党的关
心和帮助，我会继续保持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为社区建
设多做贡献。”

多年来，新世界社区力争把党
组织对老党员的关爱真正落到实
处，让每一位老党员切身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7月14日讯(见习记者
朱文朋) 近日，有市民反映

在塔山小区塔山西路，有人正
在外扩阳台，由于面积比较大
并且影响了其他住户，引起附
近居民的争议。

14日上午，记者来到塔山
小区并找到了这家将阳台外扩
的住户。向外扩的阳台比楼上
其他住户的阳台多出一大块，
像“空中楼阁”，由几根比较粗
的钢管在底下支撑住。

记者随后从房屋主人那里
了解到，自己将阳台外扩并没
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也没
有跟邻居们商量好。记者在一
名附近的住户那里了解到，阳
台外扩是从上个月开始的，事
先也没有跟其他住户商量好。

“主要影响就是不安全，毕竟都
是20多年的老楼了。”这位住户
说，改变了楼房的承重方式势
必会有安全隐患。

随后两名烟台市规划执法
大队第一支队的工作人员到现
场进行了检查。记者从一名工
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他们是接
到附近居民的投诉所以过来进
行查看的。住户扩张阳台主要
就是增加住宅面积，整个阳台
面积在15平方米左右，但是事
先并没有得到规划部门的许
可，也没有进行申请，所以这位
住户的外扩阳台就属于违章建
筑。

另外一名执法大队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不管是商用还是
民用，外扩阳台都必须先向规划
部门进行申请，在申请被许可之
后才能继续建设，否则就属于违
章建筑，在执法人员进行实地检
查后，必要的由规划执法大队以
及支队予以拆除。

记者走访发现，像塔山小
区、奇山小区这种老小区内存
在很多这种外扩阳台的现象。

这些外扩的阳台大部分都是在
一楼，由几根比较粗的钢管作
为支撑或者由直接接在楼房外
墙的铁支架作为支撑。每家住
户外扩的阳台面积大小不一，

小的只有二三平方米，大的则
有一二十平米。其中大部分都
是住户为了增加住宅面积，也
有少部分面积比较大的被改造
成了商店。

看看看看这这俩俩小小区区，，地地下下室室都都进进水水了了

福山区星河城小区11号、
12号楼的地下室长时间积水，
地面已经无处落脚，但水是哪
来的却一直查不出来，这让居
民们悬着的心始终难以放下。

“大家都很担心，长时间
泡水，楼房地基会不会出问
题？”12号楼的一名居民告诉
记者。

在11号楼2单元，记者踮
着脚踏进水里，但发现越往里
走水越深，甚至能没过脚面。

有人在刚下台阶的地方垫了
几块砖，但再往里就没有垫脚
的东西了，可能发现里面没法
下脚了。

在小区物业，客服经理于
女士称，“这次积水十几天了，
由于最近维修人员正在维护
小区的广场，暂时没有来得及
处理这件事。同时我们也在查
找积水原因，但是目前没能找
到明确原因。”本报记者 王
敏 实习生 于民星

得踩着砖头踮着脚

“小区的地下室内全是
水，都进不去人，现在天气热
了，还有一股恶臭味，实在是
受不了了。”14日上午，市民孙
先生反映说，莱山区宏远小区
2号楼内，地下室由于管道破
裂现已成了地下臭水道，这让
周围居民苦不堪言。

14日，记者来到莱山区宏远
小区2号楼，还未走进2单元就闻
到一股浓烈的垃圾腐烂味，走
近一看，地下室完全被管道漏
的水浸满了，水因时间过久已
经发臭，滋生了许多蚊虫苍蝇，
时不时还能听到管道哗啦漏水
的声音，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

全是废纸、小广告等垃圾。
住在六层的居民反映，他

在这租房两年多了，这个情况
从刚来就有了，也没有人管，
住在六楼还好，但走到四楼就
能闻见恶臭味，“地下室已经
完全失去了储物功能，现在就
成了臭水塘了。”居民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滨海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辖区内宏远小区的问题他
们已经了解到了，现在有相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联合物
业，对破裂的地下管道进行维
修。 本报记者 于飞 实习
生 贾晓艺

地下室成了臭水塘

这这里里有有一一群群葫葫芦芦丝丝爱爱好好者者
不光自己喜欢，还想传播快乐，想学葫芦丝的可以找他们

本报7月14日讯(见习记者
朱文朋 ) 在辛庄社区西门

的活动室，几乎每晚都会传出
悠扬的葫芦丝声。有好奇的居
民走进一瞧会发现，活动室里
坐得满满当当，人手一只葫芦
丝，在两名老师的指挥下，正一
脸沉醉地吹出一支支曲调，这
里就是“巴乌爱好者俱乐部”的
课堂。

这支俱乐部创建才两年，

但已经有了127人的规模，很多
牟平、福山的葫芦丝爱好者也
慕名而来，晚上稍聚一会儿，再
乘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

今年55岁的李成金是俱乐
部的“老师”之一，他接触葫芦
丝5年了，如今在学习班里教大
家一些吹奏技巧。“都随口叫老
师，其实我不是老师，就是爱好
葫芦丝而且了解一点，教一些
老人怎么吹，有哪些技巧。”李
成金说，这里没有专业的音乐
老师，大家只是有同样的爱好
就走到了一起，然后互相交流
互相进步，“我说的也不可能都
是对的，就是大家在一起交流

交流。”
“基本上多是退休老人。”

李成金介绍，有一次他们算了
下，老人们的平均年纪64岁了，

“退休老人空闲时间比较多，在
家闷得慌，不如找个共同爱好
聚在一起大家高兴高兴。”

最让他们高兴的是，吹葫
芦丝竟能起到“意外疗效”。学
习班中有一名特殊的女学员，
可能由于职业的原因，前几年
退休后一直憋闷着竟然患上了
抑郁症。后来小区里有居民拉
她一块儿学习吹葫芦丝，到现
在大约半年了，大家感觉她人
开朗了很多，也爱和人说笑了。

作为一个团队，127人的
规模已经不小了，然而俱乐
部仍觉得不满足。创建人之
一的王安星说，他查过很多
资料，发现烟台有包括京剧
之乡在内的很多文化头衔，
但葫芦丝的普及率却省内垫
底，大家一商量，觉得应该把
这种文化推广开。

“我们没有专业的老师，但
是都爱好。”李成金说，他们一
直在寻找更多的葫芦丝爱好
者，“想利用这个暑假让更多的
人接触到葫芦丝，6-9月份免费
教学，如果地方远的话可以联
系我们派人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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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新建的阳台向外扩了很大一块距离。 见习记者 朱
文朋 摄

居民想要走进地下室必须在脚上套塑料袋，小
心翼翼地踩着砖头通过。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地下室内积水很深，还漂着很多的垃圾。 本报
记者 于飞 摄

难进！

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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