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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狗患”

大家出招

市民颜先生(139*****
687)：养狗者首先要提高自
身素质，不能让宠物狗影响
别人的正常生活。要给狗防
疫、办理户口、及时清除狗
屎以及防止宠物狗乱跑、乱
咬、伤人等等。

网民自由飞翔：城市
养犬，既要靠居民自律，
更要靠政府部门监管，如
此才能营造“人犬”和谐
的良好局面。对于经常可
见的不文明养犬、甚至干
扰公共秩序、影响公共卫
生的现象，政府部门应站
出来予以制止，养犬不仅
仅是个人行为。

市民周先生(150*****
899)：希望相关部门跟物业
联合起来，入户摸底，纳入
管理，一方面进行法规的宣
传，一方面公示，养犬的要
进行年检登记，公示完以
后，小区内没有登记、没有
在册的，群众发现后，可以
举报，相关部门予以没收。

某社区管理者李先生：
公安、城管、卫生防疫等部
门必须把治理“狗患”作为
日常工作的一项内容，负责
养犬规定的执行和对违规
行为的查处，对不能履行职
责的单位或部门要追究责
任。同时，街道社区也要组
织养犬居民学习并自觉遵
守相关规定，积极配合管理
部门开展工作，以实行群防
群治。

记者 崔洪英 整理

这条泥巴路 啥时走到头
东苑小区 D 区 1 号楼居民难忍泥泞生活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
者 付茜)多年来，东苑小
区 D 区 1 号楼的居民心头
一直有块心病，那就是每
逢阴天下雨，楼门口的那
条小土路泥泞不堪，逢大
暴雨时，路面上的积水能
达半米深，电动车进去就
“抛锚”，大人孩子都得
淌水出行。

19 日 12 时左右，记者
在东苑小区 D 区 1 号楼前
看到，由于近日来持续阴
雨天气，小区楼门前的小
土路坑洼泥泞，约宽 2 米
的小路上形成了一处处大
水坑，小土路两侧还被占

用 1/2 ，俨然成了两块菜
园。

1 号楼住户赵女士告诉
记者，她们 2005 年就搬进
来了，当时物业公司许诺
南面的楼建好了，就给修
路，可是都 5 年过去了，
楼还是没建成，修路的事
情就搁置了。“每逢下
雨，我们出门就来了难
题，淌水而过不说，电动
车还常常‘抛锚’。以前
路还宽点，现在不知让谁
又给圈起来当菜园了，小
区与外面相连的唯一的通
道越发‘可怜’，我们车
一般都不开进来，而是停

放在别处。”赵女士告诉
记者。

看到记者前来帮忙，
不少居民都跑来大倒苦
水，一位女士称听天气预
报说今天有暴雨，连电动
车都没敢骑，而是打车送
孩子上学，小朋友也激动
地拉着记者说：“下
雨可不方便了，
有 泥 还 有
坑。”

随后记者联系到负责该
小区的天基物业公司。葛
主任称因为该小区门前压
根儿就没有下水管道，当
年是承诺过南面的楼盖好
后，可以一起通管道，但
是前面的楼还没建好，单

独修路通管道不现实，他
会再想想其他的办法，给
居民一个合
理 的 解
释。

今日主打

这条泥巴路，小区居民已经走了五年。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者 崔洪英)周先生夫
妇这两天很烦心，因为 18
日早上，自家崭新的三轮
车竟然在眼皮子底下丢失
了。据了解，兰山路与八
腊庙街交会处以北的地
段，路边商铺的三轮车经
常丢失，最近一周，就丢
失了两辆。

据周先生讲述， 18
日早上 5 点，他和妻子来
到店里，把自家的蓝色福

田加长三轮车停在店铺对
面的路边，将车头锁上，
然后就去忙生意了。“不
到十分钟的功夫，我一瞅
路对面，发现三轮车不见
了，当时吃了一惊，然后
立 即 意 识 到 车 被 人 偷
了。”周先生说。“这辆
车刚买了不到半年，值一
万多呢。”周先生的妻子
心疼地说。之后周先生立
即报了警。

据另一家商铺的彭老

板介绍，大概四五天前，有
个客户早上四点多到他店
里提货，三轮车就放在店
铺对面的路边，结果几分
钟的工夫，三轮车就不见
了。“那辆车还崭新呢，据
客户说花了 6000 多元，买
了没几天。”彭老板说。

附近居民对小偷频繁
偷车的行为极为憎恶，他
们希望居民都联合起来，
增加目击者，将小偷抓个
现行。

几分钟的功夫

三轮车遭贼手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者 付茜)金坛社区的
55 岁的王阿姨得了重病，
不能下床，惟一的女儿又
忙得抽不开身，于是，左邻
右舍一些老街坊邻居齐上
阵，端茶送饭，轮流探望王
阿姨。

19 日上午 10 点左右，
记者来到金坛社区得知，

小区里住着一位生了重病
的王阿姨，女儿抽不出身
来照顾母亲，邻里街坊的
就轮流去探望。喂口水、送
个饭是经常的事儿，尤其
是一对姓孟的老两口，经
常在饭点时去送饭、询问
病情。

在一位姓韩的阿姨带
领下，记者来到了得病的

王女士家里。王阿姨骨瘦
如柴地躺在床上，嘴里喊
着什么，让人揪心不已。家
里一位白发老人告诉记
者，她姓谭，是来照顾王女
士的保姆，谭奶奶告诉记
者，王女士得病后，不少邻
居街坊来探望她，经常来
送点吃的东西。
“楼上有位姓刘的女士

也经常送稀饭过来，还有小
区里一对姓孟的老两口，时
常过来询问病情。”谭奶奶
告诉记者，王女士只有个闺
女，但闺女做生意，而且还
有四个孩子，大的 7 岁、小
的才 10 个月，根本抽不出
空来照顾老人，只好雇了她
来照顾母亲。

记者找到常照顾王女

士的老孟老两口，他们却
拒绝透露姓名，直呼找错
了找错了，把记者带到王
阿姨家的那位韩阿姨也是
一个劲地称没啥。一起的
其他老人却沉不住气了，
七嘴八舌地说：“其实吧，
老街坊邻居的，谁有困难
需要帮助，大家都会义不
容辞的。”

王阿姨卧病在床

街坊邻居“齐上阵”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者 吴慧)只因婆婆不
给看孩子，兰山区的张女
士一怒之下要和丈夫离
婚，幸好在左邻右舍的说
服下，张女士打消了离婚
念头。

张女士和丈夫是自由
恋爱，俩人去年刚刚结婚，
今年年初他们的儿子出
生，全家人高兴之余，生活
中也有了小摩擦。原来，张

女士的婆婆照顾完月子以
后，就回老家了，不再给帮
忙看孩子。

张女士说，产假马上
就要结束了，而自己很快
就要上班，可是婆婆却总
是以“住不习惯“为由迟迟
不露面。她心里很是着急，
难免多说了丈夫两句，俩
人也因此多次发生了口
角。

一气之下，张女士提

出离婚。楼上邻居王女士
得知后，赶紧赶来劝阻。楼
下邻居孙女士得知后也帮
忙张罗着找保姆，在左邻
右舍的说服下，张女士打
消了离婚念头。

再过一周，张女士就
要上班了。现在，孙女士帮
忙给找的保姆已经开始上
班，张女士告诉记者，保姆
很是细心，她终于可以放
心的去上班了。

婆婆不给看孩子

小两口闹起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