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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线

小广场健身器材被挖走，剩下的“缺胳膊少腿”

2000余户居民讨要“健身权”
本报10月12日热线消息(记者

盛文静)施工队伍走后小广场的两
台健身器材不知所踪，周围的2000
余户居民只能使用剩下的5台健身
器材，无奈设备大多“缺胳膊少腿”，
让前来健身的居民很头疼，两台健
身器材哪去了？损坏的设备该谁来
修？

12日，家住热河路的李先生向
记者反映，他们社区附近的一个小
广场的两台健身器材消失了大半
年，一直没人重新安装，附近的2000
余户居民只能使用仅有的5台器材。
但余下的5台设备也因为年久失修
大多已经损坏，附近的居民跟居委
会、街道办反映了好多次，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

记者来到李先生所说的位于苏
州路跟热河路交叉口附近的小广
场，在广场的一侧孤零零地立着几
台健身器材，显得很空旷，“我们这
里以前摆着一台类似于双杠的器
材，还有一台锻炼腿部肌肉的设
备，但是现在都不知道哪去了？”李
先生指着两块空地告诉记者，2009
年11月份，这里施工就在广场上面
挖了一条深沟，当时有两台设备正
好在深沟的上面，所以被挖倒了，
后来这两台设备就不知所踪，施工
队走后，直到今年3月份，路面才恢
复原貌，但两台设备却一直没有重

新安装。
市民刘先生说，这个小广场是

附近2000余户居民的健身场地，但
是小广场的健身设备丢得丢，坏得
坏，实在让人心疼。刘先生指着余下
的几台“缺胳膊少腿”的健身器材对
记者说。“希望相关的部分能尽快进
行重新安装和维修，还我们2000余
户居民的健身权。”

记者来到分管该广场的辽宁路
街道无棣一路社区居委会。居委会
的衣学诊主任向记者表示，他们已
经上报辽宁路街道办事处，办事处

已经反映给区里，区里也已经联系
负责维修的部门，但到现在一直没
有动静。“其实就是当时施工的热电
集团给挖倒的，热电集团也承认此
事，但是设备哪去了，他们跟我们说
‘不知道’。”衣主任说，事后他们多
次打电话给热电集团，对方态度很
好，但就是没有行动。

随后，记者找到辽宁路街道办
事处询问事情的进展，一位姓张的
工作人员表示会联系相关负责人尽
快解决此事。2000余户居民是否能
讨回“健身权”，本报也将持续关注。

这盗贼疯狂！
偷到第四家时被报警器吓跑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赵波)11日上午，阜新路8-4
号五金店铺开门后发现，店
内货物没少、但店内存钱的
抽屉却全被撬，近7000元现
金没了踪影。到阜新路派出
所报警后发现，附近万和家
园小区两户居民也都被盗，
另外，8- 11号店铺也遭“光
顾”，但由于其安装了自动报
警系统，盗贼仅撬开了门锁
就匆匆离开。

被盗户中，一户居民家
价值 1万 4千元的笔记本被

盗，另有部分现金被盗走，其
余两家均现金失窃，总失窃
数额超过两万元。因案发时
住户家及商铺均无人，市民
怀疑是盗贼事先已“踩点”，
趁夜间有目的的实施盗窃。
据店铺楼上居民称，11日凌
晨 2时许，曾听到报警器声
音，很有可能是店铺自动报
警吓跑了盗贼，否则不敢想
象还会有多少家店铺会遭黑
手。

目前，警方正根据线索
全力追查。

家具店坑人！
客户订购的名牌家具是杂牌货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柳海丽)买
地板的时候顺便订购了该品
牌的家具，但是青岛市民李先
生在收到家具的时候，发现竟
然全部是无名公司的杂牌货。
近日，这家家具专卖店被工商
部门以伪造产地的名义立
案，被处以一万元罚款。

据青岛市民李先生介
绍，今年8月份，他在一经营
某名牌地板的专卖店购买了
地板，经销商极力向其推荐
该店的实木家具等，最终李
先生共预订了1 . 2万元的家
具。但是近日经销商将他定
制的家具送上门安装的时
候，李先生和家人发现，家具

的外包装上的品牌信息等内
容都被刻意撕毁。

最后，在床头柜里面发
现一枚没有撕掉的商标。但
是他们惊讶地发现，商标上
标明的商家和产地与自己定
制的某知名品牌相差甚远。

接到投诉之后，青岛工
商市北分局敦化路工商所立
即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发现，
该知名品牌只生产地板，并
不生产家具。而经销商与广
州的一家小公司有协议，消
费者订购的家具由这家小公
司在广州生产。随后，工商部
门已伪造产地的名义对该店
立案查处，罚款1万元，并退
还了消费者6000元货款。

“花脸”墙
12日，在青岛大学校园，蓝色围挡上的广告被工作人员清理了，但围挡上还留

有未清理掉的纸张痕迹。校内的施工围挡成了广告宣传栏，时间久了，广告已经累
积有十多层，工作人员清理起来非常费劲。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一场车祸让正值壮年的他再也不能站立

维权9年，截瘫小伙获赔180万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盛文静

通讯员 田绪宏)一场车祸让正
值壮年的林某成了高位截瘫病人，
原本幸福的家庭也陷入窘境，为了
讨回应得的赔偿，小伙走了9年的艰
辛维权路，法院7次开庭审理此案。
10月12日，经过9年“马拉松式”的
诉讼，林某获得肇事司机、车主及原
挂靠公司180万的赔偿，当天便收到
了50万的赔偿金。

20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林某
被于某驾驶的出租车从侧后方撞
到，造成颈部以下高位截瘫。经交警
认定，于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林某
受伤后，先后五次进行治疗，住院时
间长达六年之久，共花费医疗费25
万余元。肇事司机、车主及挂靠公司
在其治疗期间，陆续给付林某医疗
费、赔偿金等共计现金45 . 75万元。

由于林某担心鉴定结果出来，

对方一次性赔偿后，对于对后续治
疗费用不予赔偿，于是林某一直不
配合进行伤残鉴定，双方在赔偿方
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而肇事方表
示，此情形下将不再继续支付治疗
费用，再后来便溜之大吉，高额的医
疗费用全部压在了林某身上，让原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窘境，无
奈只能向法院求助。

2008年3月、12月，林某两次将
肇事司机、车主及原挂靠公司诉至
法院。立案后，由于林某无法提供被
告相关信息，两次都被迫撤诉。考虑
到林某的困境，李沧法院的法官先
后走访公安、工商、街道等多个部门
机构20余次。经过一年多的查找，终
于找到了挂靠公司，顺藤摸瓜找齐
了所有的被告。2009年，林某第三次
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除给付的费
用外，再补充赔偿240余万元。

面对高额的赔偿，双方始终难
以达成共识。2010年春天，本案第七
次开庭结束后，林某见对方的抗辩
意见仍与自己诉求相距甚远，一怒
之下，再次翻下轮椅，躺地不起，这
一躺就是29个小时。为化解林某心
结，法官打开空调，送上棉被，耐心
进行劝解。法官的真诚和耐心感动
了林某，也感动了被告公司，双方都
愿意做出让步。

2010年8月23日，原被告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三被告同意，除却已
经垫付的45万余元医药费外，再另
行赔偿137万余元，原告也表示愿主
动承担诉讼费用，双方以调解结案。
10月12日，法官将首笔赔偿金50万
元交到林某家属手中，根据调解协
议，其余赔偿金将在2011年2月底
以前分两次全部支付完毕，看着50
万元的赔偿金，林某喜极而泣。

维修店真黑！
品牌手机给“修”成了山寨货

本报10月12日讯(通讯员
刘伟 岳豪 记者 张榕

博)新买的手机掉到海水中，
送到手机维修店去维修，结
果品牌手机修完成了仿制的
山寨机。12日，家住李沧区南
岭的王先生遇到如此烦心
事。经过工商部门调查，发现
王先生的品牌手机正是在维
修过程中被手机店偷换成了
仿冒手机。

王先生说，10月1日他在
李村某大型电器超市花1650
元购买了一款知名品牌手机，
3天后他跟外地朋友到海边
旅游，结果手机掉落海水中。
“因为急着用，我在朋友家对

面的一个手机维修点进行维
修。”王先生说，等他回来后看
到手机屏幕能正常显示后，付
了50元维修费便急忙回家了。
“一开始手机使用很正

常，但是用了不到一星期就
感觉听筒里面有杂音，影响
通话质量。”王先生以为是手
机质量出现问题，因此来到卖
场要求退货，结果销售人员检
查完手机后告知王先生，他送
来的这款手机不是品牌机，而
是一部高仿山寨机。

经李沧区工商部门执法
人员调查，该维修店终于承
认在维修王先生的手机时，偷
偷将手机更换成了山寨机。

剩下的健身器材也大多损坏。 盛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