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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渐凉干洗店生意“回暖”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避免扎堆干洗衣物

本报9月17日讯 (首席

记者 聂金刚 实习生

盖筱筱 ) 随着近期天

气变凉，很多市民开始将

衣柜里的厚衣服拿出来

干洗，东营市中心城区干

洗店生意开始“回暖”。干

洗店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干洗衣服时应尽量避开

高峰期，以免耽误衣服的

正常穿着。

1 7日，记者走访了东

营市中心城区的多家干

洗店，看到不少干洗店内

已经堆满了顾客送去的

衣服。这些衣服大多以御

寒的服装为主，也有少数

现在已经穿不着的夏季

服装夹杂在里面。

辽河路一家干洗店

的老板王女士介绍，春秋

两个换季期间是干洗店生

意最好的时候，夏天的生

意最为冷清。随着天气变

凉，最近一周送衣服到干

洗店内的市民明显增多，

干洗店生意开始“回暖”。

记者发现，市民开始

干洗御寒服装的同时，干

洗店又迎来了衣物扎堆的

情况。东三路一家干洗店

内堆满了各种御寒衣物，

其中以风衣和羽绒服为

主。另外，汽车毛绒坐垫等

车内装饰品也很多。

这家干洗店老板告

诉记者，为了节省店面费

用 ，干 洗 店 的 空 间 比 较

小。随着生意转好，白天

只能将大量的毛绒物品

往门口堆，为店内的工作

人员腾地方，等晚上打烊

的时候再将它们搬回到

店内，“现在每天都在来

回搬运。”

将衣服送到干洗店

的市民张女士说，现在早

晚的气温比较低，不穿御

寒衣服的话已经能感到

冷了，所以她就将衣服送

来干洗了。“去年干洗的

时候比较晚，耽误穿了，

今年就早送了过来。”

胶州路一家干洗店

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都

会出现市民干洗衣服扎

堆的情况，因此市民应该

错时干洗衣服，避免扎堆

的情况发生，以免影响衣

服的正常穿用。

在建工地一律

要按图纸施工

本报9月17日讯 (首席记者
聂金刚 通讯员 刘玉梅) 9月
17日，利津消防大队对辖区在建工
地集中开展了消防安全清理整治。
目前，东营市在建工地一律要按图
纸施工，私自改变消防设计材料的
单位将受重罚。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针对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等各个关键环
节，严格依法实施监督。同时，对施
工现场的消防车道、安全出口是否
畅通，消防工程施工队伍和人员是
否具备施工资质等情况进行检查。

记者了解到，在建工程一定要
按图纸施工，不能随意改变原先的
消防设计材料，否则将受到重罚。
所有施工单位必须建章立制，按照
要求尽快开展自检自查，将一切火
灾隐患和不安全因素消除在萌芽
状态。

此次在建工程消防安全检查
中，对存在的火灾隐患能立即整改
的，检查人员当场指导施工方进行
了整改，对于一时难以整改的隐
患，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提出
整改意见。

东营消防筑

农村“防护墙”

本报9月17日讯 (首席记者
聂金刚 通讯员 吕静静) 东营
消防支队破解农村消防存在的难
题，改善农村消防安全环境。截至
目前，东营消防支队共深入全市
100余个自然行政村，50余个社区
进行了一系列的防火宣传及其培
训，查改火患200余处，农村消防安
全环境明显改善。

目前，东营全市建立以乡镇政
府、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消防工作
网络，坚持“谁管理、谁负责”的防
火安全责任制，最大限度地消除农
村消防安全工作的空白点。

东营支队采取集中培训和上
门服务指导的方式，定期对各派出
所消防民警、乡镇专兼职防火员进
行消防业务知识的培训。

东营消防支队结合“网格化”
管理工作，开展农村消防安全排查
整治工作，根据农村火灾特点，重
点检查农村居民的生活用火、用
电、用气安全工作以及电气线路是
否老化、易燃、可燃物品是否堆放
一起等情况，并将检查内容及整改
情况记录在案。

截至9月17日，防火人员共检
查100余个自然行政村，查改火患
200余处，发放防火宣传单页5万余
份，受众人数4万余人。

小货车深夜追尾路边石料车
小型货车司机被困，消防成功救援

本报9月17日讯 (首席记者
聂金刚 通讯员 陈成林 )
9月16日23时58分，西四路一

测速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小货车与一辆停在路边的运
送石料的货车追尾。消防交警
深夜展开救援，最终将被困驾
驶室内的司机救出。

9月16日，东营区消防大队
黄河中队接到指挥中心的调度
命令：位于西四路牛庄镇武家
大沟桥向南400米测速处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十分紧急。
接到报警后，黄河路消防中队
官兵紧急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后经过现场
调查了解到，发现一辆小型货
车在行驶中不慎与一辆停在路
边的运石头的货车追尾。追尾

后小型货车车头严重损毁，车
辆接近报废。小型货车驾驶员
被严重变形驾驶室卡住，由于
被困时间较长，若不尽快送往
医院救治怕会有生命危险。

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下
达命令，一组战斗员一边与伤
者持续说话，稳定其情绪，同时
设立警戒区防止发生其他事
故。同时，由交警协调来拖车
进行救援。待拖车将两车拉开
后，消防官兵使用扩张器、撬
杠等破拆器材把车门打开。

经过30分钟的紧张救援，
消防官兵成功助被困者脱困。
由一名战斗员进入驾驶室抱
起伤员，在其他官兵的协助下
将伤者迅速放至担架，并及时
送上了120救护车。

票据不全致干洗纠纷处理难

消协提醒市民留好票据

本报9月17日讯(首席记者 聂金

刚 实习生 盖筱筱) 随着干洗衣

服的市民增多，每年干洗衣服的高峰

期即将来到。消协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在将衣物送去干洗时要留好相关票

据，以免发生纠纷后难以协调。

1 7日，记者在东城多家干洗店

内看到，大多数市民在将衣物送往

干洗店后并没有索要相关票据，手

里仅有一张取衣服的凭证单据，而

干洗店也很少主动给顾客开出情况

详细的票据。

记者就票据问题调查发现，很

多纠纷都是因为票据不全或者内容

不清而发生的。东三路百货大楼附

近一家干洗店老板介绍，去年一年

就发生了多次顾客索赔的情况。由

于票据标注的内容不全，很难确定

到底是员工干洗出现失误还是顾客

方面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干洗店都

只在票据上列明衣服种类和颜色，

而没有将细节情况一一列明，这就

加大了产生纠纷后的处理难度。市

民王女士坦言，她从来没有遇到干

洗出现问题的情况，不过万一出现

问题她还真没有索赔凭证。

消协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在干洗

衣服时尽量选择操作规范、服务设施

齐全、信誉好的干洗店，同时在送衣

物时应主动索要正规凭证，在领取衣

物时更要当面检查衣物是否洗净，有

无破损、变形、褪色以及染色的情况

发生。如发现问题应及时提出，协调

不成应投诉到消协协调解决。

另外，消协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在干洗贵重衣物时，应选择“保值洗

涤”的方式，与干洗店约定好，如果

洗涤不当，造成衣物不能穿戴，由干

洗店按衣物原价赔偿。这种方式跟

普通干洗相比较为保险，不过费用

较高。

9月 1 7日，记者在清风小区
西门处看到，由于“污水”横流导
致小区居民出行很不方便。据
悉，此处“污水”已经有十余天，
是供热系统在做冬季供热前的
检修工作试水时外流所致，等检
修期结束将不再向外排放。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影报
道

小货车深夜追尾停在路边的石料车。 本报通
讯员 陈成林 摄

““污污水水””堵堵门门

加加气气

排排长长队队
17日中午，记者在东城一

加气站看到，等待加气的车辆
早早地在加气站外的马路上
排起了长队。据一位出租车师
傅介绍，“由于前几日，东营部
分加气站出现了停气的情况，
不少燃气车辆开始提前排队
等加气，以往都是下午等待加
气的车辆较多，不少车辆为以
防万一，开始将排队加气时间
提前。”记者了解到，在前几日
东营部分加气站出现停气状
况后，17日，已经开始好转。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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