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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黄口社区三百多户居民大停电追踪

三百多户居民家已恢复供电
黄口社区还将成立供电管理小组，聘请专业电工管理

本报菏泽1月13日讯(记者
陈晨) 13日上午，一位居住在牡
丹区秦海街东泰社区的吴女士
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东城大堤与
秦海街的交叉口堆满了垃圾，本
来约五六米宽的道路现在只剩
一米左右，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
正常出行。

13日下午，记者来到东泰社
区，从中和巷进去，远远地就闻
到一股臭味，从南往北看，可以
看到在北面黄色的墙上用红色
颜料写了“禁止倒垃圾”的字样，
可在字体下面，就是一堆垃圾，在
大堤通行路上延伸约十几米长。
中间仅一米多宽的通行窄路上还
有不少小石子，存在安全隐患。

“大堤下面的垃圾得有近2

个月没有收拾了。”今年78岁的
吴女士告诉记者，东泰社区有几
千居民，大部分往东南方向去的
居民都要从秦海街经过，还有一
些直接从大堤上经过，以前垃圾
都堆放在大堤南侧，最近垃圾大
量增多，连大堤北侧都堆满了，
极大地影响了社区居民的正常
出行。另一位女士告诉记者，现
在的道路根本没法过轿车，必须
从西边绕，而电动三轮车也很难
通过。

据了解，由于东泰社区即将
拆迁，有不少居民违章搭建弄出
了一批建筑垃圾，并直接扔在大
堤头上，尤其近一周内垃圾倾倒
情况更为明显。

垃圾快堆到了路中间。

超市用同价格商品代替扫码

维权受阻，还好监控“说实话”

本报东明1月13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朱殿立) 近
日，东明县张女士在超市购买商
品后，条形码竟然扫不上，收银
员只好以其他同价格商品代替
扫码。没想到，价格对上了，购物
小票上商品名称“名不副实”，给
张女士带来了维权难题。

11日，东明县消费者协会就
接到张女士的投诉称，1月4日，
她在某超市购买了一台某品牌
电饭锅，结账时收银员发现商品
无法正常扫码，称该商品刚上
架，在超市收银系统还没有及时
登记，暂时不能扫码，随后在征
得她同意的情况下，取来了一台
同价格的豆浆机“替扫”。

不料，电饭锅才用了6天就
无法正常使用了，张女士只好带
着小票找商家退换货，但是，此
时“名不副实”的购物小票却不
能作为有力的维权证据。商家以

小票与所购商品信息不符为由，
拒不承认商品出自于此，张女士
只好投诉到东明县消费者协会。

东明县消协人员调取超市
当天的监控录像，最终还原了事
件的真相。事后，超市的工作人
员向张女士赔礼道歉，并免费为
张女士换了一台同型号新电饭
锅。

“商品更新换代频繁时新产
品的型号信息有可能未能及时
录入系统，替码会使购物信息与
所购实物不符，购物小票是唯一
的维权凭证，一旦超市拒不承
认，消费者就会遭受损失。”东明
县工商局工作人员说，消费者在
购物交款时应当仔细核对购物
小票上面的信息是否与实物相
符，如发现不符应当向超市方及
时提出，并要求超市方更正或开
具手工填写的购物凭证，写明正
确的商品信息，以免有理说不清。

两个月生产假药达万余瓶

郓城打掉一制售假药团伙

本报郓城1月13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明磊) 成
本低，利润高，郓城苑某等人经
不住诱惑，干起制售假药勾当。
近日，郓城警方将这一生产销售
假药案破获，抓获嫌疑人10人，
收缴价值6万余物品。

据悉，经过近一个月的缜
密侦查，1月9日，郓城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联合张鲁集派出所组
成4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对制
售假药的苑某等人的抓捕行
动，成功将涉嫌生产销售假药
罪的苑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执法人员捣毁生产假药窝
点两处，收缴风湿王胶囊和咳
喘净胶囊成品、半成品、药面、
包装物、包装工具等物品，涉案
价值6万余元。

经调查，自2012年以来，犯
罪嫌疑人苑某伙同苑某某、王

某、王某某、赵某、刘某、夏某等
在郓城县教育局家属院租房，利
用从别处购买的药粉、胶囊壳、
塑料瓶等原料，生产加工成“风
湿王胶囊”，“咳喘净”胶囊，并通
过邮寄的方式销往广州等地。

2012年11月以来，犯罪嫌疑
人王某、夏某夫妇提供原料，雇
佣孙某、黄某，在张鲁集乡田某
家中，生产加工“风湿王胶囊”和

“咳喘净”胶囊10735瓶，并进行销
售。

经初步查明，苑某等人自
2012年1月至今涉嫌非法生产销
售假药“风湿王胶囊”、“咳喘净”
等，涉案价值6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苑某、苑
某某、王某、王某某、赵某、刘某、
夏某、孙某、黄某、田某已被郓城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本报菏泽1月13日讯(记者
王保珠) 菏泽牡丹区南城办事
处黄口社区东黄口三百多户居
民停电10天后，于11日13时许恢
复供电。由于原来的电工已辞
职，针对以后的用电管理，东黄
口居民还急需一名专业电工。

“终于恢复供电了，停电10

天，一天少说也要损失200元。”东
黄口居民张文建说，他在路边从
事汽修，自从断电后，生意就没
法做，“11日13时许，恢复供电了，
这两天供电情况还算可以，没有
发生线路烧毁情况。”

“居民恢复供电以后，用电
情况比较稳定。”黄口社区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黄雨军说，为尽早
恢复供电，居民小组利用三天时
间对辖区居民更换了电表，11日
下午恢复了供电。

黄雨军说，停电10天，对居
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但由于
线路老化问题，居民使用大功
率电器，有可能导致电压不稳

或者暂时停电情况。供电以后
对部分老化线路要进行更换，
不会再像这次大面积停电。针
对居民比较关心的电价问题，
黄雨军告诉记者，他们将成立
以居民小组、居民代表为成员
的管电小组，账目分开管理，按
照实际用电量计算电价，以便

将电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目前还紧缺一名持证上岗

电工。”黄雨军担忧地说，现在供
电管理由居民小组负责，但都不
具备电工资质，“打算明天到电
业部门协调一下，看能否给配备
一名专业电工，没有专人管理也
不行。”

将国画与漫画结合，表达意境
在部队的14年时间里，

沈永革不但坚持作画，还通
过各种途径学习绘画，锤炼
自己的技巧，同时开始接触
漫画创作。“办板报、在部队
报刊上发表刊头、插图，并通
过 这 ，获 得 学 习 深 造 的 机
会。”沈永革的付出终于得到
大家的认可。2002年8月，中央
电视台第7套栏目专门采访
了他，并播放了沈永革的专
题片。

2006年，沈永革转业到
地方，虽然已经成家，但是从
部队回来后，沈永革一直没
有理想的工作。看到身边与
自己同样深爱绘画的同行们
一一放弃绘画，一心挣钱糊
口时，沈永革承受着家庭等
各方面的压力，“那个时候不
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是不
是该继续坚持。”

在沈永革最无助的时
候，家人给予了他支持，2008

年，他顶住所有的压力，为自
己换了一条道路，到济宁曲
阜学院国画系进修，并拜国
家级画家为师，深造学习。

如今，沈永革的坚持得
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是
他仍在学习中继续前进。

不久前刚刚出版的《中
国当代优秀漫画作品集》中，
沈永革的一幅作品收入其
中，漫画采用的是国画创作
风格，通过漫画这种直接的方
式表达作者的意图。“我现在
正尝试将国画与漫画结合起
来，增加漫画的美感，同时让
国画表达的意境更加直接。”

“ 2 0 1 3年，我想到去写
生，感受大自然的美，提高自
己 的 审 美 能 力 ，更 好 地 创
作。”沈永革说。

视力不太好，靠作画如愿从军

沈永革告诉记者，他从
小就喜欢绘画，选定绘画这
条路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直坚持着，也为之付出了
很多。

沈永革的母亲是一位老
师，教学的时候，总会自己动
手做一些插图，以方便学生
们理解。受母亲影响，他也开
始喜欢绘画。

“家里没有人教，自己看
到什么就画什么。”常言道，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12岁那
年，沈永革无师自通，一幅漫
画作品获得全国少年《神龙
杯》绘画三等奖。

看着儿子如此坚持痴迷
作画，父母原本不太赞成的
态度慢慢改变，16岁时，母亲

将他送有专业知识的画家处
学习。

1992年高中毕业后，沈
永革得知部队正在招兵，“我
的视力不太好，征兵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画带上，希望能
够受到青睐。”就这样，沈永
革如愿以偿进入部队。从仓
库保管员到电影放映员，虽
然工作重点一直变，但是沈
永革一直没有放弃绘画。

1993年，沈永革的母亲
身患心肌梗塞，需要十余万
就医花销，“我就把部队里的
补助几乎全部寄到家里，用
剩下的一点钱买点笔墨纸
张。”沈永革尽自己所能为家
里减轻负担，同时艰难地坚
持自己的梦想。

为了养家，身边不少朋友放弃绘画

就算梦想照不进现实，他仍在坚持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崔巍

印有全国24位漫
画家的2013年台历开
始发行，上面收录的
是 全 国 著 名 漫 画 家
们，菏泽市单县的沈
永革也是其中之一。
沈 永 革 自 小 喜 欢 绘
画，12岁便获得国内绘
画奖项，19岁入伍后也
没有放弃梦想。

沈永革

社社区区通通行行路路变变成成““垃垃圾圾路路””
两个月垃圾没清理，社区居民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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