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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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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停车位常被“鸠占鹊巢”
住户欲在居民楼入口安装遥控推拉门 防堵外来车辆惹争议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冯荣

达) 10日，大海阳95号楼一位居

民向记者反映，他们楼下的停车

位，经常被外来车辆“占领”，单元

楼住户正在讨论，想在楼入口处安

装遥控推拉门。记者调查发现，居

民对此看法不一，相关部门表示，

此举在烟台还没有过，能不能获批

还要看实际情况。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大海阳

路附近的大海阳95号楼，看到一

排楼前停了不少车辆。住在这栋

楼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这些车

都不是小区居民的，楼下停车位

常常被外来车辆占领。有些居民

下班回家都没地方停车，不得不

停到楼斜对面的一个很远的地

方。前些日子，有的居民无法忍

受，在楼前安上了地桩式的车位

锁，又引起居民之间的冲突，被城

管过来取消了。现在，居民正在商

议在楼的入口处安装遥控推拉

门，“昨晚还开会商讨了，每户拿

四五百块。”

会议的发起人，住在楼最东

面单元的一位女士告诉记者，安

装遥控推拉门，同时也会安装监

控摄像头，既可以保障楼里居民

的停车权利，也是为居民的生活

安全考虑，外来人员出入可以有

记录，有小偷也不怕了。这位女

士表示，昨晚召集居民讨论，大

部分人都同意安装。同意安装的

签上字，再拿着签字书到相关部

门去申请批准。

另一位居民提出质疑，他认

为，楼下属于公共区域，居民休闲

娱乐场所，安上遥控推拉门，供居

民停车是不是合法，还有待讨论。

对安装之后比较安全一说，他也

不是很赞同，“装了一个门和监控

就能防止小偷进来吗，小偷要真

想偷，怎么都能进来。”

这位居民表示，安装遥控推拉

门，在开放小区的居民楼实施起来

很困难。另外，居民条件不一样，钱

应该怎么分，谁来管理也是个问题。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烟台市规

划局芝罘分局的建审科，建审科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居民

楼内安装遥控推拉门这种情况以

前还没有听说过，至于能不能获

得批准，规划部门需要开会讨论，

再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外面大雨家里小雨

楼顶漏水，愁坏丹阳小区居民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邱祎

见习记者 牟晓梅) “外面下着

大雨，家里面下着小雨，什么盆啊、

桶啊都派上了用场，房子都快没法

住了。”11月10日，记者走访开发区

丹阳小区发现，该小区3号楼的屋

顶漏水，住在此楼的居民们曾经多

方交涉，仍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家里刚刚装修没几个

月，这不前几天下雨，楼顶漏水，雨

水沿着管道渗入家里面，新换的厨

柜浸水后，都变形了。”住在该小区

3号楼的纪先生如是说。“家里的墙

壁，经过雨水的浸泡，都开始发霉

了，客厅的吊顶也因为漏水潮湿，

像爆米花一样裂开了，影响美观不

说，还经常往下掉渣渣。”

该楼一单元顶楼居民张大

爷家里面的情况最为糟糕。“碰

到下雨天，房顶漏水，家里面经

常发生短路，家里的电灯都不敢

拧在灯口上，用一根木头杆吊

着，以防短路发生危险。”张大爷

说，如果是下大暴雨，家里就像

水帘洞一样，自己跟老伴常常忙

得不可开交。为此，张大爷特地

购置了一块遮雨布，遇到这种情

况，他就把遮雨布给挂起来。

关于楼顶漏水这个事情，受

害住户曾经与物业进行多次协

调，物业方表示该交的申请都已

经向上级部门提交了，目前还未

有结果。因为这需要公共专项维

修资金的支持，需要上级有关部

门的拨款，他们只是执行方。

在采访中，该楼的居民都无

可奈何，他们找过相关部门很多

次了，到现在事情也没有得到解

决，居民现在都盼着能及早解

决，让房子不再漏水。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鞠平

钟建军) “今年终于不用受罪

了。”看着小院里堆满煤袋子，张

春英老人笑得合不拢嘴。10日下

午，受龙口的王女士所托，记者将

一吨煤送到了老人家中。

11月8日，本报报道了《“有半

吨煤就够我过冬了”》一文，讲述

了烟台市所城里西门里南巷9号

张春英老人和老伴的过冬愿望。

所城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找到记

者，希望能借本报“温暖冬天”栏

目，寻找好心人帮助两位老人过

个“暖冬”。

11月9日，记者接到龙口王

女士的电话，王女士对记者说，

看了本报的报道，本想给老人准

备半吨煤，但是为了让老人好好

过个冬，又加了半吨。起先王女

士不想透露姓名，将善款打到记

者提供的账号上。但由于打款不

方便，王女士让她的朋友帮忙把

钱交给记者，这才告诉记者自己

姓王，叫王玉。

11月10日上午， 在王女士的

朋友刘经理办公室，刘经理拿出

了准备好的1000多元钱，说是王玉

让他准备的，让记者给老人买上

一吨好煤过冬。

11月10日下午，记者联系了

一位煤炭批发商，得知记者是做

好事，这位张老板同意按进价给

记者一吨煤的同时还加送了几

袋。10日下午2时左右，记者和张

老板来到西门里南巷9号，看着

张老板和本报记者一趟趟地往

院里搬煤，张春英老人又是高兴

又是不好意思。

眼看着小院里摞起来的煤袋

子堆，张春英阿姨不住地感谢，记

者对她说：“今年使劲烧，过个暖和

的冬天。”张阿姨笑着说，是啊，是

啊，今年可不用受罪了，多亏了你

们。得知王女士的善行，张阿姨感

叹地说，好人啊，你们都是好心人！

楼前堆满破烂

原来是当柴烧

本报11月10日讯(见习记

者 何泉峰) 11月9日，家住

鲁峰小区的韩先生向本报反

映，他住的居民楼前的绿地上

有四五堆的破烂，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

1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

鲁峰小区，在两栋居民楼之间

的绿地上发现了四处破烂堆，

而所谓的破烂全是一些烂树

枝、废家俱的木板和一些废纸

箱子，堆成了草垛的样式，每

堆都有两米多高。

记者在鲁玉街167号居民

楼前见到了韩先生，“这些破

烂堆在这，得有五六年了，是

一位老人捡回来的。都是些易

燃品，去年放鞭炮时就被点燃

过，幸亏及时发现浇灭了。”韩

先生心有余悸的说。

随后，记者找到了那位

老人。他告诉记者，之所以会

有这些破烂，是因为平时用

惯了烧大锅做饭，烧炕取暖，

既省煤气费又省暖气费。当

记者说到他堆放在绿地上的

破烂影响居民生活时，他就

不再谈下去。

下午14点许，记者来到鲁

峰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

很多住户的生活习惯很难改

变，但是他们正在努力给这些

住户做工作，尽快将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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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女士向7旬老夫妻捐赠一吨煤

这老两口冬天不用挨冻了

95号楼前停的车大部分是外来车辆。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张春英老人看到成袋的煤，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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