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下开餐馆 楼上不安生
居民区里不少饭店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

大龄楼长免费
服务社区居民数十年
文/片 记者 吴永功

在烟台老城区的不少社

区里，有“楼长”这么一个特

殊群体。虽然称呼里带“长”

字，但楼长不是官，几十年

来，他们为楼内的居民服务，

成为连接居委会和社区居民

的一个重要纽带，却没有一
分钱报酬，他们一直默默地、

免费义务为邻里服务。

55年的“资深”楼长

30日下午2点多，记者在

芝罘区东山街道办事处民生

社区一栋普通的单元楼里，

见到了88岁的老楼长曲荣莲。

老太太今年88岁高龄，眼

不花、耳不聋、口齿清晰，从
1955年开始担任楼长至今。说

起自己的楼长经历，她告诉记

者，“现在可比过去轻松多了，

过去当楼长，什么活都干过，

收水电费，发粮票、布票、掏大
粪……”如今，随着社会的变

迁，楼长的活儿少了很多，不

过曲荣莲老人对每一个“差

事”都很较真。2008年为地震灾

区募捐，老太太一家一户上门

动员，有一户邻居家中没人，

老太太迈着三寸金莲上上下
下连跑了三趟。

像曲荣莲一样，该社区

还活跃着一百多位楼长。“社

区总共162个单元楼，楼长年

龄普遍偏大，大都是由退休

人员担任的。”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数十年的免费服务

在民生社区居委会的办公

室里，陈列着“省级文明社区”、

等几个荣誉牌，记者了解到，

1990年，该小区还曾被建设部评
为全国八个模范文明住宅小区

之一。

说起这些荣誉，居委会主

任张玮华表示，“这些都得感

谢小区的楼长们。”该社区建

成于1987年，20多年前，小区里

的热心人，很快便组成了“楼

长”这个特殊的群体，开始了

免费服务社区邻里的生涯。一
头是居委会，一头是单元楼的

邻居们，楼长成了国计民生政

策的传达者。“楼长不是官，不

是职业，仅仅是凭借一股热心

肠，一干就是20多年。”说起社

区里这些默默奉献的楼长们，

民生社区居委会主任张玮华

充满了敬意。

“除了年底评个先进之

外，平常没有任何报酬……”

张玮华对于这些年长的楼长

们既感激，又心疼，“有时候想
想，如果每个月能给他们发点

儿补贴，哪怕是一百块钱也
行！也是对楼长的一种肯定。”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任

鹏 见习记者 李婵娟) “这家

饭店营业后，我们家两三年没开

过南面的窗户了。”29日，记者调

查了解到，居民区里不少饭店严

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记者从环

保局得知，目前由于芝罘区存在

商业需求与地域狭小的矛盾，很

难做到在居住区禁止一切餐饮
活动，只能在审批和后期监督方
面加强管理，力争将油烟、噪声

等污染降到最低。

记者调查：

居民区有很多大烟囱

芝罘区幸福路14号是一幢
多年前兴建的老居民楼，几年前

楼下开办了一个酒店，居民的生

活逐渐被改变。

29日10点左右，记者来到这栋

位于路口一角的居民楼，还未到午
饭时间，楼下酒店门口就停满了私

家车。在楼体南侧的外墙上，两根

很粗的管道从一楼一直延伸到七
楼楼顶。离管道还有五六米远，记

者就听到了“嗡嗡”的机器运作声。

在居民楼三楼的天台上，一种刺鼻

的油烟味已经能够隐约闻到。

在市府小区，这样的情况同

样存在。小区3号楼是临街居民

楼，一楼几乎所有的房屋全部被

出租，多数是餐饮店。

记者看到，1单元门口上方，

两根粗大的烟囱向楼顶延伸，其
中左面一根管道的拐角处或许

由于管道老化已经衔接不上，外

面用布缠绕着。

由于长时间油烟的腐蚀，布早

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漏出的油将

楼体外墙涂成“大花脸”，黑色污油

滴下的痕迹一直延伸到地面。

居民自诉：

两三年不敢开窗户

“自从这家饭店营业后，我们

家两三年没开过南面的窗户了。”

幸福路14号居民楼住户贾先生无
奈地告诉记者，由于自家处于顶

层，饭店巨大烟囱的出口距离自家

阳台直线距离不足5米。一打开窗
户，令人恶心的油烟味总能随着风
倒灌入自家屋内。“我还行，我媳妇
闻了那味就想吐。”

这幢居民楼的另一位住户

说，自家现在衣服都拿到朋友家

去晾晒，在自家晾晒的结果就

是，刚洗的衣服会被熏的一股油

烟味。“好久没有穿过这么干净

的衣服了。”他拿着从朋友家拿

回来刚晒干的衣服说。

市府小区3号楼武女士告诉记

者，每当午餐、晚餐时间，自家楼下
饭店的生意都会非常红火，那时候
噪声也是最大的时候，“轰轰”的声

音让人说话不得不提高分贝。

“不仅如此，这个大烟囱用

布包着的地方总会往下滴油，

不注意就会弄一身，特别难

洗。”武女士指着大烟囱漏油的
地方给记者看。

环保部门：

新建项目确保不扰民

29日，记者在芝罘区环境

保护局见到了主管芝罘区餐饮
行业环境审批的负责人张先

生。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份2000

年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市区环

境整治有关问题的通告》，第一
条就明确表示，凡商住楼的网

点，一律不准经营餐饮、卡拉
OK等油烟、烟尘、噪声等有污

染的项目。

张先生向记者介绍道，但由于

芝罘区是烟台市的市中心区，居住

人口多，商业需要很大，由于历史

区位规划等原因没有更多远离市

民居住区的房屋提供给商业。所

以，不少商业便“开进”各个小区。

张先生说，现在餐饮业如果在

商住区建立，必须经过环保局监察
部门实地勘察和周围群众民意调

查后，确保不会扰民才可获得审

批。

“如果后来餐饮店面经营内

容和防范措施发生变化，有居民

投诉，我们会去实地勘察，监督

被投诉单位改造整治，确保做到

不扰民。”芝罘区环保局投诉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烟台市市府小区内一居民向记者指示一餐馆烟囱大面积漏油。

记者 任鹏 见习记者 李婵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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