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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条条宠宠物物狗狗死死亡亡，，疑疑有有人人投投毒毒
事发枣庄一小区，警方介入调查

青岛房地产企业

将实行黑名单制

本报青岛10月19日讯 （记
者 赵波） 开发商发生重大安
全责任事故，十年不准进青岛市
场；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状况将
被综合评价并向社会公布。19日，
青岛城乡建设委员会出台城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多项严厉规定规
范房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实行并
联审批制度。房地产开发项目竣
工，应当通过规划、工程质量、公
安消防、人防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各项验收，取得相关验收合格文
件或者凭证。住宅小区等群体房
地产开发项目竣工，还应当通过
以下验收，并取得相关合格文件
或者凭证：（一）建设条件意见的
落实情况；（二）水、电、暖气、燃
气、给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已建
设完成，并已获得相关单位出具
的准许使用文件；（三）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事项。住宅小区等群
体房地产开发项目实行分期开发
的，可以分期进行竣工验收。房地
产开发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交
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状况综
合评价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将实
行房地产开发企业黑名单制度。
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纳入青岛市房地产开发企业
黑名单，十年内不得再次进入青
岛市房地产市场：（一）经鉴定项
目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或者发生
重大质量责任事故的；（二）发生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三）未取
得预售许可，擅自预售商品房，或
者一房多售，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的；（四）因企业自身原因，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的；（五）拒不按照规定移交城市
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设施产权
的；（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
黑名单的其他情形。

水落坡镇参加

收藏文化论坛

本报滨州10月19日讯（通讯
员 孙海轮 李雅芹 记者 王
领娣） 19日，中国收藏文化（开
封）论坛第五届高峰年会在开封
古城文化会客厅举行，会上来自
全国收藏文化名城（名镇）、示范
基地的5位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
流，滨州市阳信县水落坡镇作为
全国唯一的“中国收藏文化名镇”
受邀参会。

会上，阳信县水落坡镇党委
书记张新国作了发言，他介绍，现
在全镇有37个村、2万余人从事收
藏事业,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每年
仅此一项就带动地方创收超过15

亿元,年交易额达到30亿元。目前，
水落坡镇的收藏物件涵盖古典家
具、农耕器具、书画、石磨、玉器、
文献古籍等一百多项内容。全镇
现有民俗文化产业园1个，民间博
物馆2处，古玩交易市场3个，古玩
收藏店648家。

2014年5月，水落坡镇被评为
全国首家“中国收藏文化名镇”。
收藏之风“刮”出全国文化名镇，
极大地提高了水落坡镇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目前，水落坡镇每年举
办春、秋两季古玩大集和藏品文
化博览会，已形成常态化。2011年
至今水落坡镇已连续举办了五届
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四届藏
品文化博览会、两届古玩赶大集、
一届古玩淘宝会、专家民间鉴宝
等大型活动。

济宁市泗水县历下西村成立16人关爱老人小组

志志愿愿者者““每每天天问问候候””113355名名老老人人

本报枣庄10月19日讯（记
者 王开元）“10月15日晚，
继上次德仁俊园出现投毒害
死宠物狗后，又有四条狗被
害。”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
此事随即在网上引发议论。19
日，记者来到解放路上的德仁
俊园向小区居民和物业了解
情况。

“8月24日德仁俊园有人
在小区恶意投毒，5只小狗中
毒死亡，请小区居民照顾好您
的爱犬……”“10月15日晚，继
上次德仁俊园出现投毒害死
宠 物 狗 后 ，又 有 四 条 狗 被
害……”记者在网上看到，这

两个帖子的发帖时间分别为8
月27日和10月16日，引起网友
跟帖议论。

19日，记者在德仁俊园小
区内遇到正在遛狗的李女士，
说起药狗事件，她告诉记者：

“自己家养的是泰迪，以前出
门放开了让它跟在自己后面，
现在不敢了，只能用绳子牵
着，不敢再让它乱跑或者是到
草丛里玩耍了。听说，前两天
又有只大金毛被毒死了。”记
者和小区内小广场上的几位
业主交谈，他们称，前段时间
一般都放开了遛狗，狗挺多
的，在小区里经常见到，自从

毒狗事件发生之后，小区里不
大见到狗了，听说毒狗原因跟
狗随地大小便有关，弄得草丛
里和小道上都是，引起了部分
住户和物业不满。

随后，记者来到了德仁俊
园物业处，记者从物业处杨队
长那里了解到，狗被毒死确有
其事，最近一次大概是五六天
前的事情，都是夜间被药死
的，一般晚上六七点钟业主就
开始遛狗，还有11点左右出来
遛狗的，事实上这次被药死的
狗一共有六条，其中有三条大
型犬，当时业主报警了，110也
来询问了情况。小区内是明文

规定不允许养狗的，物业也经
常接到业主投诉，原因是楼梯
上经常有狗毛出现，狗还经常
在夜间狂叫，不仅如此，有很
多住户的孩子都比较小，小区
内光大型犬就有十几条，宠物
狗也经常随地大小便，孩子在
小区内、草坪里玩耍，经常踩
到狗的粪便，很多业主对此不
满。物业接到投诉后，只能上
门通知，由于没有执法权，养
狗业主不听劝导，物业也没有
什么办法。“具体什么原因我
们也不清楚，不排除业主投毒
的可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物业工作人员说。

从今年7月份，济宁
市泗水县历下西村村委
和志愿者组成16人的关
爱老人小组，每天去独居
老人家里问候，每周为老
人测量一次血压，坚持至
今，老人们夸他们比自己
的儿女更贴心。

每天来问候一次，比儿子都强

18日上午，穿过几条小胡
同，杜少洪来到一处低矮的院
落，85岁的独居彦振美老人住
在这里。

看见杜少洪，彦大娘嘴里
念叨着“孩子你又来啦”，赶忙
往屋里让，昏暗的屋子里，只
有一张床，几张小桌椅，案板
上放着几棵刚买来的白菜。

“我刚赶集回来，这三棵白菜
我提不动，还是让邻居捎回来

的。”看着杜少洪，彦大娘脸上
满是笑容。聊了一会儿天，看
大娘挺开心，没有需要帮忙
的，杜少洪就赶去下一位独居
老人家里了。

杜少洪今年59岁，是村
里的文书，和其他15人一起
负 责“ 每 天 问 候 ”1 3 5 名 老
人。这16人分成了四个小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这16名
关爱老人小组成员就穿梭于

105个农家院落，嘘寒问暖，
有活时帮忙干些杂活，没活
时聊聊家常。

刚开始，老人们多少有些
不适应，村干部每天来问候，
怕耽误村里的事。现在，小组
成员如果不来，老人们反倒想
念了。“每天来问候一次，比我
的儿子都强，儿子一星期都不
打一次电话，一月不见得来看
我一次。”彦大娘说。

每周给老人量血压，建立健康档案

“我们买了血糖仪、血压
计，还邀请卫生室的医生对关
爱小组成员进行了专业培训，
到了周末，大家统一行动，对
老人进行免费查体。”小组成
员张庆洪说，关爱小组还给每
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每次
检查后将结果详细记录下来，
老人健康情况一目了然。

第一次走进老人家里测
量血压，着实让关爱小组成员

吓了一跳。“咱们这边饮食口
味重，老人血压高的比较多，
有的高压已经到了200多，老
人自己还啥都不知道。”张庆
洪说，记得第一次去王家永老
人家里给老人测血压，老人高
压已经达到210，本来老人身
体就不好，万一在家晕倒了都
没人知道。

通过走访，小组成员还
发 现 不 少 老 人对吃降压药

有误区。有的老人感觉到头
晕 了 才 吃 ，有 的 不 按 剂 量
吃，时间一长反而埋怨吃药
没有用，索性不吃了。这可
不行，再去问候时，关爱小
组成员们又多了一项工作，
监督老人按时按剂量吃药。

除了村委5人，其余成员
是自愿加入关爱小组的。“敬
老爱老是每个人应该做的。”
志愿者刘刚说。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包庆淼 姚树华

在外打工的儿女们总算放心了

历山西村地处泗水县泉
林镇东部，是济宁地区的最东
部，与临沂的平邑县接壤。全
村有1915口人，村民外出务工
的比例高达60%—70%。劳力
流出多，集体没收入。怎样才
能让村里的老人们晚年幸福
快乐，得到良好的赡养？村主
任闫爱军自从上任后，就没有
停止过思考这个问题。

今年5月12日，村南头一位
老太太告诉闫爱军一件小事：

“我们那条街上有五六位老头老
太太，每天都会聚在一起说话聊
天，打发时光，挺好的。昨天，87

岁的乔培娥，一整天都没见个人
影。晚上，我不放心就到她家探
个究竟，结果发现老太太患了重
感冒，一天没有下床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幸好她得的是小病，如果突发
重病，后果不堪设想。”闫爱军
说，他当时没想到用什么方法关
爱老人。后来，跟村里几个经商
的村民聊天，说起孝顺老人，有
村民说，等以后有钱了，一定要
给老人买好东西，让老人享福。
闫爱军一个激灵：这还能等吗？
从现在就得开始做啊，有钱买东
西，没钱咱们就天天去老人家里

问候一下也行啊。于是，他立
刻开会，提议村干部值班要

“挨户看望老人”。这一提议，
得到全票通过。

有了16位关爱小组成员
的照顾，老人在外打工的儿女
们总算放心了。“每天都很挂
念老母亲，尤其是打不通电话
时，心里非常着急。”今年56岁的
张先生在泗水县城打工，有一次
给老人打电话没打通，最后打电
话给邻居，让邻居去家里看了老
母亲没事才放心。“光靠村干部
也不是回事，关键是儿女得多回
家看看。”张先生说。

村里打算成立

关爱老人基金会

历下西村所在的泉林
镇，有7万5千人，其中15%为
老年人。目前，实行“每日问
候”关爱老人措施的只有历
下西村。事实上，不只是“每
日问候”，历下西村还为70岁
以上的老人每月报销5元钱
电费，这让别的村子里的老
人羡慕不已。

“有的村怀疑我们哪来
的钱，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垫
付的，下一步我们打算在过
年时办一台文艺晚会，表彰
关爱老人的优秀村民，同时
呼吁在外务工的人员捐一部
分款，成立关爱老人基金会，
大家一起为老人们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村主任闫爱军告
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关爱老
人行动刚开始，以后要做的
还有很多。

“现在老人吃喝都不是
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儿
女们不能经常看望老人，导
致老人精神生活极度缺乏。”
在泉林镇党委书记孙忠生看
来，“每日问候”这一做法让
老人们有了部分精神依托，
让在外务工的人员可以专心
打工，实现全村敬老尊老，对
社会稳定也有很大好处。镇
上已经在研究如何推广历下
西村这一模式，让更多老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关爱老人小组成员给
老人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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