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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楼里上课 工人楼顶施工
幼儿园上加盖建筑，家长多有担忧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冯荣达 见习记者 毛旭松)

近日，烟台市青华社区一位

居民向记者反映，文化路附近

一家幼儿园二楼楼顶正在搭
盖一座新建筑。孩子们正在上

课，楼顶却在加盖建筑，万一
施工过程出现闪失怎么办？30

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年久失修，楼顶渗水严重，加

盖建筑是为孩子们着想。

30日12时左右，记者来到

位于文化路附近的这家幼儿

园。记者看到幼儿园原本两

层，建在一个洼地上。现在二

楼楼顶上建起新的钢铁架构，

“楼上楼”的新建筑已基本成

型，铁架上挂的红布上写着
“上梁大吉”。铁架目测约有

1 . 5米高，铁架顶端与西侧居

民楼一楼窗户下方高度相仿。

幼儿园四周很安静，孩子们正

在午休。

“用了一周时间把大体的

框架建好了，再过一周左右把

彩钢板铺上，就算是完全建好

了。”幼儿园的杨园长告诉记

者，在楼顶上加盖一层也是无

奈之举，幼儿园所在楼房年代

较久，一到下雨下雪天，房顶

就渗雨，不仅影响了日常的教

学工作，而且对于孩子们的安

全产生了威胁。“冬天，楼顶的

积雪融化后，都渗入房内，房
顶就成了大花脸。从2001年，

我接手之后年年如此，真是让

人着急。”杨园长对发霉、破损

的墙面很无奈。

杨园长告诉记者，这家幼

儿园共有80多名孩子，日常吃

住在校，教室的环境家长们十

分重视。对于屋顶漏雨的事，

很多家长曾多次希望学校能

给解决。为了消除年年漏雨的

隐患，同时也能够给孩子们创

造新的活动空间，幼儿园决定

用“楼上楼”的方式加以解决。

采访过程中，多位居民

对此表示担忧，孩子们正在

上课，楼顶却在加盖建筑，孩

子生命那么脆弱，万一施工

过程中有个闪失怎么办，谁

来负责？

杨园长表示，整个施工过

程不会对楼下孩子造成影响。

加盖的建筑是用标准件钢架

结构组合而成，而且承重都是

楼顶边上的砖墙。当初建幼儿

园时是按照四层建筑打的地

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只盖

了两层。现在加盖的建筑是新
式材料，将来盖上彩钢板，也
不怎么重，不会压塌楼顶，孩

子安全问题不用担心。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芝罘

区规划局的建审科，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学校在原有建

筑上加盖建筑，需经规划部
门审批，该幼儿园的新建建

筑没有到建审科进行相关手

续的申报。

干实事
29日，在90岁的孤寡老人吕淑珍家里，芝罘区胜利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助老人洗衣服，做午饭，

切实帮助孤寡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孤寡老人

在浓浓关爱中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送老兵
11月30日上午，开发区消防大队3名老兵光荣退伍，

惜别时刻，官兵们依依不舍，诸多话语都融在紧紧地拥
抱和默默的祝福中。

本报记者 赵鑫 通讯员 尹振宇 孔波 王敬森

“户外探险教会我
不要患得患失”
对话户外运动爱好者——— 烟台女白领刘振玲
巡楼记者 吴永功

幼儿园快建好的钢架“楼上楼”。

记者 冯荣达 见习记者 毛旭松 摄

“我的路，我坚持，2010，我的精彩。”这是白领刘振玲刚刚更新
的QQ个性签名。她是本期写字楼的主角，今年“五一”期间负重徒步
穿越了五台山，“十一”期间攀登了川西贡嘎雪山。

写字楼里的各位帅哥、美女们：

本报写字楼专栏与大家见面已

经一个多月了，平日藏身写字楼里埋

头工作的白领们，从幕后走到了台

前，通过本报写字楼栏目，或秀一把

工作之外酣畅淋漓的休闲生活，或展

现一下工作之中的点点滴滴。在报纸

上露一露脸儿，不仅收获了一份纪

念，也收获了一份喜悦。曾经登上本

报写字楼的肖丽萍，在自己的故事见

报的当天，就发动同事，到大街小巷的

报摊上收集了数十份报纸，当做纪念。

本报写字楼自开办以来，一直面向所

有白领开放式征集写字楼素材，如果

您有料，请联系本报记者，您可以拨打

电话或者短信致电18754577630，也可以

发送有关内容至279816673@qq.com，

或者加入QQ群大家一起畅聊，群号

是125253301。

格白领故事等你爆料

报菜价
30日上午，在烟台市向阳街附近的农贸市场，记

者看到一家蔬菜摊位前摆上了小木板，写着“今日

便宜，菠菜一元一斤。”据了解，随着菜价的上涨，市民
买菜更注重价格，为了吸引顾客，摊贩们纷纷明码标价，

自报菜价。 本报记者 鞠平 摄

◎图说新闻◎

柔美的姑娘

爱上户外探险

自从知道户外探险爱好者刘振

玲是一位白领丽人之后，强烈的好奇

心驱使记者一直想与之对话。可由于

对方工作繁忙，前后约了5次，终于在

11月中旬某日晚间，记者才在南大街

附近见到了这位“神秘”的女子。

“你好！”当对方从南大街一栋

写字楼里出来时，记者并没敢确认，

难道眼前这位看上去有些柔美娇气

的女孩子，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

户外探险迷？在附近一家餐馆落座
后，对方打开了话匣子，讲述了发生

在她身上的故事。

“我喜欢冒险，喜欢挑战。”奔三

的她笑了笑，“我特意买了手动挡的

车，就是不喜欢自动挡……我喜欢

开快车，喜欢速度感。”

虽然加入户外运动圈已经好几

年了，说起来，小刘真正以实际行动

到户外“涉险”，是在今年3月份。那

时，小刘跟从烟台的驴友一行30多

人，参加了穿越昆嵛山的特别活动。

在穿越过程中，天气突变大雾陡起，

数十人被困山中，直到次日凌晨4

时，一行人才安全脱险。说起这次经

历，小刘心有余悸，不过，在她看来，

户外运动的魅力就在于，“在景区里

看风景的人，永远看不到景区外的

风景，真正的风景在景区之外。”

一旦开始了户外探险的脚步，

小刘就迷上了这项运动。“就像上瘾

一样。”小刘说。

探险运动中

体验生活哲学

“每人负重40公斤，连续三天赶

路，每天行程40公里，第一天就磨得脚

底起泡了，还要继续赶路。”在常人看

来，一个女孩子很难吃得消的户外挑

战，在小刘看来，已经不算什么了。五

一期间，小刘与驴友们一起徒步穿越

五台山，为了在既定时间内完成行进

路程，大家商定夜间赶路，然而，由于

光线不好，大家多走了几十公里的冤

枉路。此时，脚底下虽然有泡，但是不

能成为团队的羁绊，小刘便咬着牙坚

持。“不怕慢，就怕不走。”坐在餐馆里，

小刘说这话时，一副历尽沧桑的感觉。

“十一”期间，小刘与烟台驴友

一起攀登四川西部的贡嘎山，“贡嘎

山主峰比珠穆朗玛峰陡峭，因为坡

度很大，所以是很多户外探险者的最

爱。”找到当地一位藏民向导之后，一
行四人开始背着高压锅、水、帐篷等必

备品登山了。四个人前后保持一定距

离行进，由于山体海拔6千多米，属于

高山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大家必须

用对讲机保持沟通。“不要记挂着去救

谁，不要脱离任何人就好了。”在山上

历经了8天的徒步行走，一行四人有惊

无险地顺利完成了行程。

在无人区见识了雪山之壮丽的小

刘，对于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户

外探险教会我不要患得患失……爱生

活，别抱怨，想一想每天太阳照旧升起

来，我们应该很满足。”

爬完了贡嘎山，明年开春，小刘计

划着要去云南探险了，“下一个目标是

梅里雪山。”因为这是令无数登山爱好

者心往神驰的一个高地。为何而攀

登？因为，它就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