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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愁：临时电一用就是五六年
原来小区电缆被偷一直没重铺，居民只好自扯电线

能不能别把柴火

堆在消防通道上

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入冬后，为让家里
更暖和点，部分居民提早捡起
了柴火，以备烧炕、“快马子”
等的需要。柴火是准备了不
少，家里放一些，小棚堆满了，
剩下的咋办？于是部分居民索
性将柴火堆在消防通道或楼
梯内。

近日，记者在奇山中街48

号楼内看到，打好包的柴火堆
放在一楼一起，二楼、三楼的
角落里也堆积着部分木材、蔬
菜和礼盒等。“不知道是谁家
放的，堵在楼道内不方便不
说，楼下停放自行车的位置都
没了。”正出门的一位居民说。

“楼下小棚前也堆了不少
呢，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柴
火。”记者在楼下看到，小棚外
也零散堆着几捆柴火，部分柴
火上盖着白色油纸。

“我捡来烧炕用的，小棚
都堆满了，实在是没地方放
了。”记者随后在二楼找到了
柴火的主人。这位居民告诉记
者，尽管家里有暖气，但老两
口年级大了，还是习惯睡热
炕，入冬后她就四处捡了些木
材存着，用来取暖。

无独有偶，上夼西路139-
1的居民也反映，楼道内的消
防通道被木柴堵住了，担心发
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放了
挺长时间了，挤在楼道里挺不
方便的。”楼下一家店主说。

在一楼记者找到的主人
赵女士，她告诉记者这些木
柴是家里换铝合金门窗时留
下的，舍不得扔掉，她就堆在
小棚里准备“快马子”时用
掉。赵女士说，因为家里没有
小棚，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地
方，才放在楼道内的。只要找
到存放的地方，她就会将柴
火搬走。

“大家是邻居，都能理
解，可柴火放在楼道内实在
不安全，一旦出点啥事，对谁
都不好。”居民陈先生说。在
小区住了多年的王女士建议，
可以将多余的柴火捆好，尽着
小棚放满，余下的部分可先放
在小棚外。

火场逃生

近日，消防大队监督员走
进宁海中心小学开展了一次
安全疏散、火灾应急预案大型
演练活动。演练中，在校学生
双手抱头蹲下，贴着墙，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弯着腰快速有
序地离开教室，按照事先已制
定的应急预案路线和安排，迅
速撤离到学校操场和空旷地
带。整个过程中，老师指挥得
当，学生行动迅速，演练井然
有序，让小学生亲历了一次

“火场逃生”。
通讯员 杨晨艺 本报

记者 曲彦霖 摄

本报12月11日讯 (实习生
潘铮 记者 苑菲菲) 在大部
分居民还没入住的时候，莱山镇
东庄小区的电缆就被偷了。从五
六年前开始，因电缆缺失，小区
的用电一直没有恢复，居民们只
得自扯临时电来用。

11日，记者来到莱山镇的东
庄小区。刚进入小区，便看到扯
在居民楼外面横七竖八的多条
电线，有的电线已经快要垂到地
面了。记者注意到，这些电线有
的是从单元楼的配电箱里扯出
来的，有的是从小区附近一家敬
老院里面拉的。这些临时电线就
这么一直通过窗户伸到居民家
中。

小区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
已经在小区住了五六年。刚住入小
区时，电缆就已经被偷了，无法供
电。居民们只能自扯电线用临时

电。“小区用电问题，一直没有人
管，临时电也就这么用了下来。可
是这样不仅电压不稳，容易造成安
全隐患，也给小偷提供了便利。“李
女士说，因为电线多悬挂在楼外，
有好几户都被偷了多次。

居民们为此曾向社区服务
中心反映了多次，可是一直没能
得到解决。据居民们介绍，小区
里的电还未移交给供电部门管
理，电缆的恢复本应由小区物业
即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可服务中
心把责任推给了开发商，开发商
又把责任推回到服务中心身上，
一来二去，恢复正常供电的事也
就这么拖了下来。

对此，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称，目前小区的电缆已经重
新铺设完毕。现在社区服务中心
比较忙，之后会向供电部门申请
交接手续，尽快恢复正常供电。

管道漏水4000吨，损失该由谁承担
自来水公司希望居民交齐改造费，尽早恢复正常供水

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从9月份开始，桃花街106

号居民楼就因为楼内管道漏水，
被自来水公司限时供水。三个月
来的不正常供水让居民叫苦不
迭，期间漏掉的4000余吨水的水
费，也让居民们不知该如何承
担。只是目前居民们维修意见不
统一，改造迟迟无法进行，供水
也不能恢复正常。

桃花街106号的孙先生近来

很郁闷：从9月份开始，106号的12

户居民就接到了自来水公司的
通知，称楼内管道漏水，总表跑
水严重，需要限时供水，直到水
管修好为止。孙先生说，从9月份
开始，自来水公司就没有规律、
不间断地停水。有居民实在无法
忍受没水用的情况，只能自行打
开总闸放水，可总闸一开就不可
避免地漏水。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三个月

来每月漏水1300余吨，目前已经
漏了4000吨左右的水了。居民们
不知道，这些水费是由他们来分
摊，还是由自来水公司负责。

“现在只是说修水管的钱
让全体居民分摊，因为意见不
统一，钱都没交齐。可在我们不
能修的情况下，自来水公司也
应该采取补救措施别让水再继
续漏了，不然居民的损失也越
来越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居民说。
对此，市自来水公司方面

解释，自发现桃花街106号居民
楼漏水后，公司已多次通知住
户进行维修或户表改造。1 0月
1 3日，居民代表已经申请了一
户仪表改造。但目前改造费并
没有收齐，所以才影响了正常
供水。待改造费交齐之后，公司
会随即安排改造工程，尽快恢
复正常供水。

热热帖帖

隧道里开车

请别看见限速才刹车

发帖：小姐，贵姓(烟台论坛)

开车进隧道，我一向车速不超
过六十迈，因为在隧道里眼神不
行，灯光也很晃眼，万一看不清情
况，不好处理。可总有些司机一进
隧道，还是以过百的时速行驶。要
是能一直这么快的速度也行，最可
气的是一看见测速的，直接就把刹
车踩到底，这让后面的车怎么躲
啊？而且后面的车撞上了还得负
责。这样发生的事故很多，广大司
机朋友们可要注意啊！
跟帖：
@laopo521

是啊，隧道里开车一定要小
心啊！
@起蚂蚁看美女

不错，真有这样的！
@大常头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一进
隧道，就觉得好恐怖！
@公正处闫梅

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
离，不然撞上就是你全责。
@ytqyb

哈哈，最好的方法是礼让三
先，等他们都走了再走。
@李梦瑶

支持楼主，虽然你的名字有
点强大，但是你的帖子说得真是
太正确了。
@iloveyoutt99

按道理讲，楼主反应时间应该游
刃有余。如果前车慢，楼主车快，前车
急刹，这个撞上去的几率比较大。
@小姐，贵姓

这种情况不会有反应时间的。你
觉得可能有反映时间，但是他在你前
面立马急刹车，你根本躲不了。

整理 本报记者 冯荣达

12月10日晚上上演的那场十年
来最完美月全食，牵动了很多市民
的神经。不少市民拿起手中相机，用
镜头去记录这难得一遇的天文现
象。

据了解，10日晚上，只要天气晴
朗，我国几乎所有地区都能欣赏到
一轮“红月亮”高挂夜空的迷人景
象。月全食全程持续近6个小时，从22

时06分至22时57分的全食阶段是“红
月亮”现身时段。

本报记者和网友都在最佳的时
刻用自己手中的“长枪短炮”记录下
了月亮那一刻的美丽，从深夜到凌
晨，用镜头记录了月亮由白变红，又
红变黄的过程。

网友“我是的哥”11日早晨看见
了黄色月亮，他说，比10日晚的红月
亮更漂亮，拍摄起来也更顺手。

下面来看看这场“红月亮”带给
了市民怎样的欢喜。

@去留无意：这轮月亮咋这么漂
亮呢？

@Q呲Q：我家的窗户要探出头
去向正上方才能看到红月，努力看
了几次，终于决定要去外面拍一下，
匆忙下楼，连袜子都没顾上穿，可惜
镜头太短。

@于小男同学：是我自己蹲外面看
的，冻死了！拍下的跟我看到的不一样，红
红的！烟台的天气很给力，之前还是多云，
等到开始出现的时候，却退去了。

@薛绍2011：仰望夜空，看着一
轮红红的月亮和满天的繁星，默默
许愿：希望远在外地的他也能看到
这动人的一幕。这是心形的月亮，红
月寄相思，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终
成眷属。
见习记者 侯冬冬

都来聊聊

月亮的那些事儿

居民自扯的临时电线。 潘铮 摄

▲网友“我是的哥”拍的黄月亮。

网友“饕餮涩影”将拍的月全食照片
放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漂亮的“太极”。

▲10日20：45，月亮开始初亏，即古人所说的“天狗吃月亮”，
之后每隔几分钟抬头看月时，圆月就会被一点点“吞”下。22：06

达到食既，此时月亮完全被“天狗”吞下，一轮“红月亮”高挂夜
空。图为月全食初亏时所拍。本报记者 熊戈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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