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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层层楼楼顶顶建建起起一一片片菜菜园园子子
种菜又种花，业主称原来漏雨的屋顶现在也不漏了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柳
斌 实习生 孟昱彤） 如今，
圈地种菜已经不仅仅集中在楼
前屋后，有人还把菜园子建在
了楼顶上。在翡翠小区一居民
楼楼顶，就有这样一处“世外桃
源”。

近日，记者根据市民反映
来到了翡翠小区99号楼楼前，
远远就能看到该楼楼顶与其他
楼不同，楼顶郁郁葱葱，长着不
少绿植，一侧还搭建着一间小
屋子。

进入99号楼，在6楼的楼道
顶上有一个约一平米的小口通
往楼顶。在小口的下面，架起一
架红色的简易小梯子。踏着梯
子走上楼顶后，记者发现，在楼
顶的最东面搭建起五六平方米
小屋子，在屋子的西面，架起一
大片的葡萄架。葡萄架长约三
米，宽约两米，挂满了一串串葡
萄。

在楼顶的东侧，业主用砖
头砌起了一个长约两米，宽约
一米的小菜园，种植着西红柿、
丝瓜、辣椒等。品种繁多，长势
喜人。楼顶的南侧还养了不少
花草，有的是放在泡沫箱里，有
的直接种在楼顶的铺撒的土壤
里。

记者看到，楼顶还通上了
自来水，设有专门的水龙头和

洗手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搭建

菜园子的业主是该居民楼六楼
东户的63岁纪先生。他介绍说，
已经搭建起来有十几年了，最
初选择搭建只是因为屋顶漏
雨，多次反映没人管理，无奈之
下，他只好自己出钱铺了沥青，
后来在屋顶上搭建了房屋并种
种瓜果蔬菜。“种菜土都是一袋
子一袋子拎上来的，经过改造

后，屋顶已经不漏雨了。”纪先
生说，楼顶种菜，家里也会冬暖
夏凉。

“早就发现有这么一间小
屋子了，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
担心这老楼的承重能力承载不
了，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时候，看
着都觉得害怕，总担心会吹下
什么东西来。”一位住在这栋楼
的居民说道。

对此，物业公司的孙经理

介绍说，楼顶的空间是大家的，
不是一家私有的。在楼顶上搭
建房屋、种瓜果蔬菜的行为是
不合理的，也会对楼顶的防水
结构造成破坏，之前他们也曾
经去清理过一次，后来老人又
种上菜。孙经理表示，会尽快派
人去了解情况，由于物业公司
没有执法权力，对这样的房屋
违建、种菜种花的行为，只能进
行劝导。

小区两块绿地

变成了菜园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王伟
平 实习生 朱秀艳） 福山区福
景天地小区4号楼附近两块大型绿
地变成了菜园，居民和保安都在绿
地上种植蔬菜。

业主告诉记者，现在小区的停
车位比较少，但部分业主竟然占用
公共绿地，把绿地改成了菜园。“南
面的菜园，都是一楼业主的。而北
面绿地的菜园，物业公司保安种了
一块，其他业主也种了一块。”正在
小区里看孩子的业主对记者说，

“公共绿地不是归业主共同所有
吗，为何部分业主能占地种菜？”

福景天地小区物业公司经理
告诉记者，一楼南面的绿地，在
2010年售楼时，开发商就以几千元
的价格卖给了4号楼一楼的7名业
主。一楼北面的绿地，其用地原本
不属于小区规划内用地，属于二期
工程。“种点菜总比长草好，年底二
期工程开工，我们就把地推平了。”
该经理说，“至于说，一楼南面用地
是否属于公共绿地，则需要咨询开
发商。”

两条路

都叫福新路

本报7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朱文朋） 近日，有细心的读者向
本报反映，在福山区和芝罘区各有
一条福新路，而且都是南北走向，
如果是直接说路名而没有说出在
哪个区的话，容易引起误会，也会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福山区的这条福新路南北走
向，北起北京南路，南至凤凰山路，
道路两侧建有多个工厂。芝罘区的
这条福新路也是南北走向，北起祥
祯路，南至福盈路。与福山区的福
新路不同，芝罘区的这条福新路穿
过的都是住宅区。

记者从烟台市民政局地名办
了解到，之所以出现道路重名可能
因为2008年以前道路的命名还是
由各个区管理。“2008年以后才统
一纳入市里管理，当时按照短的服
从长的、历史短的服从历史长的原
则也集中整治了一批重名的道
路。”

该工作人员还说，如果要强行
改名的话，附近居民及企业的房产
证、经营许可证等都需要改，很容
易产生问题。在以后城市慢慢建设
的过程中，逐渐将其淘汰，这样就
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孙健
通讯员 王建胜 迟恒 张健）
观海路8公里路面小修工程已经

全面开展，本次小修计划对观海路
金沟寨立交桥至港城东大街全长
约8公里路段进行小修保养，主要
是处理路面网裂和破损。

因观海路12小时交通量达到
4 . 48万辆之多，为保证烟台东出口
主干道的交通畅通，工程全部安排
在夜间施工，从晚上8点工作至次
日凌晨3点。预计小修工程工期为
20天，将于8月初完工。

观海路路面小修

预计8月初完工

俩俩9900后后男男生生要要做做超超级级““奶奶爸爸””
自创育婴培训班，立志做大育婴产业

本报记者 张晶

近日，两名护理学专业的
90后男生放弃百万投资，自创
育婴培训班，运用所学，立志摆
脱育婴师作坊式家政培训模
式，培训班共吸引了30多名有
志从事育婴行业的女性加入，
更有不少“大妈”捧场听讲。

抱娃姿势

比女生都标准

“婴儿打嗝的话，这样抱
着，手心空出，轻轻自下而上轻
拍后背。”培训班的发起人之一
吴昊抱着婴儿道具，为学员演
示如何制止婴儿打嗝，班上的
几个女学员站在一起，惊叹着
超级“奶爸”的贴心呵护。

吴昊和一起办班的于光明
都是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的学
生，于光明读大四，还没有毕
业，吴昊念了3年专科，先于于
光明毕业，在滨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妇产科等科室轮值。正是
在儿科和妇产科做“小护士”的
经历，让这个“90后”小伙萌生
要做育婴师的念头。

吴昊和于光明在跑市场做
调研时，发现如今育婴师培训
市场上占主流的仍是作坊式的
家政公司。“一个老师，全程负
责，每人发一本书，连幻灯片也
没有，划重点，背完考过，能拿
到育婴师证就行。”吴昊说，“教
你操作的时候，也很简单地比
划两下子就过去了。”

吴昊说，如果能规范育婴
师和准妈妈的育儿方式，运用
所学，提供更好的操作实践条
件，会不会使受众更广？兄弟俩
从今年3月份开始筹建，直到7

月19日才正式开班。

为梦想

勒紧“腰带”把班办

开班当天，共有30多名学
员接受培训，现场清一色女
性，让这俩男生显得格外扎
眼。“听了之后，还是觉得有些
理论性的东西，确实和实际操
作有不一样的地方。人们常说
的‘酸儿辣女’不科学，摄入酸
性物质过多容易导致婴儿畸

形，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在一
家月子会所工作的王女士告
诉记者。

理想总是很丰满，但当紧
张到连饭都没钱买的时候，还
能否坚持最初的梦想。他们也
动摇过。“当时有人找合作，投
资上百万。”于光明说得很明
确，“但是最后没谈妥”，他们不
想为了钱，就这么被“买断”了
自主权，这等于从一个坑跳入
另一个坑。

最后，通过各种渠道筹措
启动资金，5万元到位。然而最

难的事情，还在于了解市场。
“我自己也没结婚，没女朋友，
去月子会所调查市场，人家觉
得一个大老爷们，问这些问题
莫名其妙，通常不会理。”吴昊
说，不理的时候，大多是死皮赖
脸接着问，这个不搭理，问另一
个，就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前
行。

看到培训班顺利开班，吴
昊觉得，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放
弃了百万投资的赞助，能说干
就干，并且按部就班，一切都值
得。

大大树树好好乘乘凉凉，，不不过过也也有有烦烦恼恼
树叶太多堵塞下水道，这让安乐胡同30号楼的居民挺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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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柳
斌 实习生 赵宁） 都说大树
底下好乘凉，但是生活在安乐胡
同大树下的不少居民闹了心，几
位居民向帮办记者反映，树叶每
年落满楼顶，如今已经堵塞下水
管道，雨水直往家里流。另外遇
到大风天气，安全隐患也不小。

今年71岁的李明良老人说，
她住在安乐胡同30号楼的顶层，
由于大树靠楼太近，树枝已经伸
到了楼顶，每年都会有大量树叶
落在楼顶上，时间一长就堵塞了

下水管道，他们顶层的老人每年
都要去楼顶打扫落叶。

“现在下水管道已经堵了，
树叶和淤泥把管道堵得很严
实。”李明良老人说，她曾经找
过房管部门，也找过专门的疏
通下水道的公司，都没有把管
道疏通开。

“现在一下雨，雨水就沿着
下水管的接口处往外喷，正好
喷到家里的阳台上。”李明良介
绍说，她曾经考虑从楼顶把下
水管道堵死，但是堵死一个，另

外的水管排不急，雨水就会沿
屋顶流到别人家里。

记者看到，安乐胡同附近
的居民楼前，有10多棵粗壮的
大杨树，粗的两臂张开难合围，
离着居民楼只有三四米远，杨
树枝繁叶茂，高过楼顶一大截，
高处的树枝已经紧挨市民的窗
户，再高处，树枝已经伸到了楼
顶上。据了解，很多杨树已经有
30年树龄。

不少老人反映，每年楼顶
都会落上厚厚一层树叶，他们

每半年都要爬到楼顶打扫一
遍，由于顶层老人居多，而且年
龄大了，爬到楼顶很费劲。

最让居民们担心的是他们
的居住安全，居民们说一旦刮
起大风，刮歪了树或者刮断了
树枝砸到楼上，特别危险。如
今，对他们来说，大树遮光和易
招蚊虫等问题已经无所谓了。

“树已经成材，能不能砍伐
后换成新的绿化树。”李明良老
人曾多次向主管部门提建议，
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

居民楼楼顶搭建菜园，种起蔬菜和花草。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菜园里的
蔬菜长得不错。

吴昊（左）和于光明（右）正在教学员们如何尽快让宝宝停止
打嗝。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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