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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程程夜夜间间施施工工，，市市民民投投诉诉噪噪音音大大
施工方称夜间施工是无奈之举，将及时调整施工方案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于
飞) “工程肯定是要进行的，可
是晚上施工实在太吵，我们年
纪大了，有些受不了！”近日，市
民鲍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反映，
胜利路南延工程也是为了市民
出行方便才开工的，这他能理
解，但是希望夜间施工时能考
虑到居民的感受。记者将鲍先
生的建议反映给施工方后，工
作人员表示，夜间施工也是无
奈之举，但是也会顾虑到附近
居民的感受，会根据居民的意
见调整施工方案。

4日上午，记者来到胜利路
南延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
正在将隧道里的石头往外运，运
到隧道外面的场地上，堆放在一
起。市民鲍先生家就住在旁边的
楼上，他告诉记者，现在的施工
流程是，白天工程车把隧道里的
碎石拉出来，堆放在外面的空地
上，晚上工程车再在空地上装
车，把碎石运出去。

“白天开工动静也不小，但
是我们能体谅，可就是晚上到
了睡觉的时候，就有些受不了
了。”鲍先生说，晚上铲车将碎
石铲到运输车上，再由运输车
把碎石运出，就是铲车往运输
车上倒碎石的声音特别大。

鲍先生说，他跟老伴都六
七十岁了，晚上睡不好觉，身体
吃不消。“这个工程也是为了大
家出行方便，隧道通了，可能路
上也就不会那么堵了，这个我
们能理解，只是希望施工方能
照顾一下我们的感受。”鲍先生
说，前几天夜里清运碎石的声
音还不算太大，虽然能听到，但
是不影响睡眠。但是最近几天，
铲车停放的位置变了，这下铲
石头的声音就大了。所以希望

施工方在清运石头的时候，能
将铲车的位置再挪一挪，挪到
原来的位置，这样噪声能稍微
小一些，他们还能接受。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工程的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可供堆
放碎石的场地就那么大，场地有
限，所以只能将碎石堆放在那
里，可能距离居民楼有些近，但
是希望居民能够理解。白天市区
限行大货车，只能夜间通行，隧
道里的碎石无法运出去，只能放

在空地上，等晚上再装车运出，
这样晚上会产生噪音。工作人员
说，如果碎石从隧道挖出来，直
接运出去就不会产生夜间扰民
的情况了，可是大货车白天在市
区通行，容易发生危险，也是对
路上其他车辆不负责，只能夜间
运。他们也想将对居民的影响降
到最低，既然居民提出了建议，
他们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调整一
下施工方案，适当将铲车的位置
挪动得离居民楼远一些。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于飞)

市民唐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反
映，前几天他租的店铺墙面开始
渗水，后来得知是暖气管道破
了，工作人员很快就来维修了，
可是却不承担他店里的损失。唐
先生就纳闷了，不是自己的错，
这个损失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吗？

唐先生告诉记者，他是在
牟平区通海路上租了一家店铺
做生意，几天前他就发现店铺
里的墙面上有水渗出，把雪白
的墙面都弄脏了，可是一直不
知道原因，后来才弄清楚，是房
顶上的暖气管道漏了，水从房
顶沿着墙体渗了出来。找到原
因后，唐先生就赶紧找供暖公
司的工作人员过来维修。

“他们态度倒是很好，听说
管道漏了，就赶紧找人过来维修
了。”唐先生说，管道是修好了，
可是店铺的墙都花了，重新粉刷
需要一笔费用。可是供暖公司的
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只负责抢
修，哪里坏了修哪里，造成的损
失他们是不承担的。

唐先生觉得自己挺无辜的，
难道要自己掏腰包维修吗？之
后，他又找到了物业公司，物业
公司的工作人员反馈说，他们只
负责管理，唐先生的墙面损毁他
们没有义务进行维修。唐先生一
肚子委屈，便想到了向本报求
助。

记者咨询律师得知，根据
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唐先生的
这种情况，店铺墙面的损失应
该由店铺的产权人来承担。因
为供暖公司在接到电话后，立
即赶到了现场，没有因为消极
怠工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也不
是由于物业管理不当造成的。
唐先生的这家店铺是租赁的，
那他就可以让店铺的产权人承
担损失。

租赁店铺渗水

损失由谁承担

农农民民放放下下锄锄头头拿拿起起鼠鼠标标当当““小小二二””
专卖农副产品，不会处理照片就上传最真实图片

大山后村距离莱阳城
区有十多公里的距离，三
面环山，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山村，虽然现在张永慧
在莱阳城区居住，可是一
有时间他就会回到村里转
悠转悠，“其实我也有机会
去外地工作，可是这是我
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我
在这里干农活，十一二岁
的时候就在这里打农药。”
张永慧说，他对这片土地
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1年在外打工的张
永慧无意中接触到了购物
网站，看到网上琳琅满目
的商品，他就产生了一个
想法。“当时就是觉得挺新
奇，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
淘宝卖家，就是没事的时
候一琢磨，我家乡也有好
东西，怎么不拿出来展示
给大家。”张永慧说，他一
开始有这个想法，只是因
为 自 己 内 心 强 烈 的 自 豪
感，自己家乡有好东西，也

可以摆出来。
虽然他的想法不错，可

是当他真正想去做的时候，
发现这一切对他太难了，因
为他对网络技术不了解，对
于网店的基本操作也不会。
虽然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
学习上，还在QQ学习群里
学习经验，可仍然不得其
法。对于网店的店主来说，
图片处理是一项基本的技
能，可他总也学不会，起初
只能用QQ截图。对于30多岁
的张永慧来说，开网店确实
不占优势，这个问题困扰了
他很长时间。

“后来一想，我干脆就
不处理了，照成什么样就上
传什么样的，上传最真实的
照片。”张永慧说。家乡大山
的风貌、农民劳作的场景、
地里丰收的果实，这些都被
他拍下来上传到淘宝店。村
里人不知道他拍这些照片
做什么，只知道他在做买
卖。

鸡鸡蛋蛋特特价价引引来来110000多多位位老老人人排排队队
算笔经济“成本账”，老人花点时间来省钱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秦雪
丽) 近日，烟台市区上夼西路
一家粮油店开业，开业三天推
出特价鸡蛋，每斤售价3 . 6元，
这一数字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每天引来100多位老人前来排
队。

“每天早上7点开门营业，门
前就排起了长队。”位于上夼西
路的凯乐粮油店负责人李经理
介绍，2月1日当天，他们店开业，
为了吸引人气，便推出了鸡蛋特
价活动，2月1日至3日三天，前100

名顾客可享受蛋价每斤3 . 6元的
特价，且每人限购5斤。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鸡
蛋价格每斤4 . 4元左右，粮油店
的特价鸡蛋3 . 6元，每斤8毛钱的
差价足以吸引市民的眼球，尤
其是老年人。

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
天气寒冷，粮油店门口还是排起
了长龙，从店内一直排到旁边的
公交站牌处，老人们身穿大棉
袄、头戴帽子，手拎着大购物袋
有序地等待着自己的“特价”。

“除了鸡蛋，店内的很多产
品都有优惠，由于价格便宜，来
的市民很多，现场非常忙碌。”
李经理笑着说，从客户来看，主

要以老年人为主，有些老年人
甚至三天都来排队买鸡蛋。而
年轻人大都是周边的住户，不
是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就是不
用工作的家庭主妇。

排队抢购东西的为何大都
为老年人、鲜见年轻人的身影？
除了观念的不同之外，热闹的
现象背后，也有一个经济“成本
账”。家住附近的市民李女士打
趣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说
如果自己排队买5斤鸡蛋，确实
可以省出4元钱，但排那么长时
间的队，自己上班势必会迟到，

“迟到一次就得被扣50元，算算

还是不划算啊！”
相对于排队买鸡蛋，卖服

装的个体户小张则更愿意把时
间花在打理自己的服装店铺或
在微信圈里推广生意，“排队的
时间，可能会接待几个客户，成
交几笔生意，这种成就感无论
从经济效益看，还是成就感来
说，都更好。”

相对于年轻上班族的时间
成本，老年人的时间则很充裕。
采访中，不少排队老人称自己闲
着也是闲着，很乐意排队买便宜
鸡蛋，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算
成本，花点时间来省钱挺好。

无意之间接触网店

想把家乡好东西展示出来

本报记者 于飞

莱阳市河洛镇大山后村的张永慧，今
年36岁，他扛过锄头，干过农活，也在外面
打过工漂泊了几年，现在莱阳城区经营着
一家设备维修小店。他还有一个身份，就
是淘宝店的店主。他卖的东西也很有特
色，就是大山后村的土产，销量还不错，买
家也遍布大江南北。张永慧利用互联通把
小山村跟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为家乡的
农民创收。

施工现
场，大货车
正在清理隧
道 里 的 碎
石。 本报
记者 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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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达人秀 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诚信经营为乡亲增加收入

不久后，张永慧的一个
远房亲戚找到他，让他帮自
己把家里的小国光苹果拿到
网上卖。“我当时就想，小国
光苹果是一种比较老的苹果
品种了，有一部分人年轻的
时候在农村待过，后来到了
城里，就很少接触这个品种，
所以小国光已经成为了一部
分人的回忆。”张永慧说，他
刚把小国光苹果的照片传到
网上，就有人向他咨询。

“刚接到订单，手忙脚
乱也很兴奋。”张永慧说，一
开始他还不会邮寄，到了都
烂了，人家又给退回来了。
张永慧说，刚开始是浙江的
一家公司，有员工买了几
斤，到了办公室，大家尝着
挺好的，三尝两尝的，根本
不够吃，第二次又多买了一
些，他没有经验，40斤的苹果
用袋子装在了一起，然后外
面套了个箱子，就给寄过去
了，结果到了浙江全烂了，
人家就退了货。“心里很不

好受，很伤心，本来利润就
少，只是帮着乡亲们销销
货，这下赔了。”张永慧说，
这次赔了以后他就开始琢
磨怎么如何包装。经过失败
后，他也慢慢积累了经验，
开始把家乡其他的农副产
品放到网上卖。

张永慧又盯上了山上野
生的荠菜，他就发动村里没
事的老人去山上挖荠菜，然
后按照市场价收购，再放在
网上卖。这次卖荠菜，又让他
火了一把，连同他店里的地
瓜、芋头、板栗等其他农产品
也卖到了全国各地去。

张永慧辛苦经营的网
店，一年也就能收入万余
元，但是他从未想到放弃，
他说自己开网店的初衷就
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的家
乡，有这么多好的物产，“这
是对家乡的一种感情，也是
对父老乡亲的一种帮助，让
农民们多点收入。”张永慧
说。

张永慧在家乡上山干农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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