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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垃圾山下午就没了
去年就堆在这里，莱山市容环境管理处接到记者反映后迅速清理了

隔记者 刘杭慧 报道
hangbao827@163 .com

本报967066热线 14日，市民
王女士致电本报热线反映，在澳
柯玛小区附近有一座“小垃圾
山”，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一直堆在
那儿，而且越堆越高。

记者来到澳柯玛小区附近看
到，德邦物流门前有一堆垃圾堆
放在路边，塑料袋、矿泉水瓶子、
各类废纸等等还夹杂着积雪，4个
垃圾箱紧挨着垃圾堆，但垃圾箱
已满。

“从去年冬天我来这上班就
有这堆垃圾了，有人来收拾垃圾
箱，却没人管箱外的垃圾。”德邦
物流里的工作人员说，“正好在我
们单位门前，这要是到了夏天，肯
定得有很大的味，来回的车都得
绕过去。也有客户和我们说过，但
是我们也没办法解决啊。”据介
绍，这里靠近建材城，生活垃圾和
建材垃圾都往这里堆，4个垃圾箱
根本无法满足需求。

“不少市民为了图省事，走到
路边还没站住脚，就直接把垃圾
甩在这里边，垃圾就越积越多，有
些人干脆就放着垃圾箱不用，直
接往地上倒。”对面汽修厂的师傅

无奈地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莱山区市

容环境管理处，管理处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称核查之后一定会及时
处理。15日上午，莱山区市容环境
管理处的郝处长回复记者，垃圾

堆已经被处理了，形成“垃圾山”
的主要原因是附近路段的垃圾箱
数量比较少，已经督促附近小区
增加垃圾箱的数量。

15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德
邦物流门前，垃圾堆不见了，路

看起来了宽敞了许多。“上午来
了辆垃圾车还有二三十个环卫
工，十点多钟就清干净了，现在
门前看起来真是舒服，太谢谢
你们了。”德邦物流的工作人员
笑着说。

一条路俩路名

当地人也糊涂

隔记者 苑菲菲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莱
山区新修了一条通往院格庄
的路，在去年5月份正式通了
车。这路以前本来叫做源盛
路，通车的时候变成了莱源
路，可竖指路牌的时候，却有
了源盛路和莱源路两个叫法。
这下不仅是过往司机懵了，连
当地人也不知道这路叫啥了。

15日上午，记者沿着迎春
大街向南，一路来到了这条让
人弄不清名字的公路上。在北
陈家疃村附近，记者看到一个
路牌，上面写着“莱源路”三个
字。在不远处的一个指路牌
上，却显示这条道路叫“源盛
路”。

“我也不知道现在这条路
叫什么，反正是把人都弄晕乎
了。”北陈家疃村的居民陈先
生告诉记者，这路在以前就叫
源盛路，一说大家也都知道。
后来修了，去年5月份正式通
了车的时候，就改名成了莱源
路了。后来设置指路牌的时
候，又乱了。

在何家屯社区，居民孙女
士对于这路的名字也是一头
雾水。

孙女士说，因为这路名的
问题，她在送快递的时候都要
特意写上“老源盛路”，生怕快
递员给送错了。

路名到底是叫莱源路还
是源盛路？记者从莱山区公路
局了解到，这条新修的路统一
应该命名为莱源路，源盛路是
以前的叫法。据悉，莱源路起
点自荣乌高速莱山立交，经过
莱山经济开发区、莱山街道办
事处，终点为院格庄街道办事
处。在去年5月11日，作为烟台
东部新区完成的第一项重要
工程正式通了车。

“订书通知”竟骗到检察院
这骗子打着省检察院的旗号差点蒙混成功

隔通讯员 陈正
隔记者 李大鹏 报道
lqwbldp@vip. 163 .com

本报1月15日讯 新年伊始，
福山区检察院收到了省检察院的
一份“订书通知”。就在工作人员
准备让领导审阅时，另一名工作
人员看后却脱口而出，“假的，肯
定是假的！”“上级通知”竟然有
假，这是咋回事呢？

近日，福山区检察院的文
书小郭拿着一份“订书通知”走

进了办公室。这是一份“省检察
院”下发的传真，大意是要求下
属各单位在限期内征订 8本总
价值约 9 0 0 0元的书，并强调是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的硬性
规定，执法办案所需，要求把款
项打入北京某文化传播中心指
定账户。

“这应该是真的吧，我看没啥
问题。”小郭将传真递给了办公室
负责人，准备附上传阅文件夹供
领导审阅。此时，另外一名工作人
员好奇地凑了过来，“拿来我看看

行吗？”
该工作人员粗略看了一遍没

看出有啥问题，但细心的他又仔
细看了看，然后不禁笑出了声：

“假的，肯定是假的！”
该工作人员说，传真首页的

所谓“通知”，漏出了破绽。他从事
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多年，对各级、
各类文书见多了，自然不宜被蒙
骗。

行文不规范、印章不标准、联
络人不符、内部电话错误，他越看
越发现这份通知漏洞百出。按照

“通知”上留的联系方式一查，联
络人系编造，手机号1366339****

归属地竟是河北保定地区。

福山区检察院及时与上级
院对口部门进行核实。有关部
门回复，根本没有发过这个“通
知”。

随后，山东省、烟台市两级
检察院在网上发布通知，对此
进行了澄清，并提示有关部门
提高警惕，防止遭受不必要的
损失。

这堆愁坏人的垃圾现在终于被清理了。 记者 刘杭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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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蟑螂药 男童误以为是糖
一看洗胃终于化险为夷，家长可千万别把危险品乱放了

□通讯员 王婧
□记者 宋佳 报道
qlwbsj@vip. 163 .com

本报 1月 1 5日讯 1 5日中
午 1 1点，开发区金胜小区的一
名 1 9月大的男童误吞蟑螂药，
母 亲 在 家 错 用 醋 催 吐 后 送 往
毓 璜 顶 医 院 。经 过 洗 胃 、输 液
等紧急救治，男童暂无大碍。

15日中午11点，家住开发区
金胜小区的苏女士抱着冉冉 (化
名 ) 刚下了出租车就直奔抢救
室。

“医生，快，孩子吃了蟑螂
药，我应该怎么办？”苏女士将
1 9 个 月 大 的 冉 冉 放 在 儿 童 抢
救 室 的 抢 救 床 上 说 ，“ 已 经 过
去 1 个 小 时 了 ，去 了 开 发 区 当
地 的 一 家 医 院 ，医 生 说 治 不
了 ，只 能 来 这 了 ，求 你 们 救 救
孩子吧！”

苏女士泪流满面，肩膀一

阵阵颤抖着。冉冉躺在床上似
乎明白了事情的危险性放声大
哭，母子的哭声引来不少路过
市民的注意。医护人员了解情
况后，迅速将一条导管通过冉
冉的鼻孔插到胃里。

“ 可 能 是 害 怕 了 ，不 停 地
挣 扎 着 ，他 妈 妈 都 摆 弄 不 过
来。”冉冉的姥姥心疼地说。医
生 不 停 地 通 过 导 管 向 患 儿 为
例注射温和的生理盐水，用来
稀释腹中的蟑螂药，然后用注
射器将胃中的水抽出。

看 到 冉 冉 的 情 况 有 些 缓
和，苏女士告诉记者，“家里蟑
螂 多 ，就 买 了 蟑 螂 药 ，没 想 到
被 孩 子 吃 了 ！”蟑 螂 药 就 放 在
墙 角 ，冉 冉 在 地 上 爬 ，可 能 是
抠出来了。“当时我还在吃饭，
就听他说‘糖、糖……’凑近一
看竟然是蟑螂药，当时我的心
就 悬 起 来 了 。”苏 女 士 说 孩 子
嘴角有蟑螂药的渣渣，问他吃
没吃，他说吃了。

情急之下，苏女士给冉冉
喝了一些醋，谁知没有任何效
果。这一家子才急急火火地带

着孩子奔往医院。经过洗胃、输
液等紧急救治，女童目前已无
大碍。

请本文线索提供者

王先生到本报

领取线索奖50元

医生正在给冉冉洗胃。 记者 宋佳 摄

“患儿家长在家给孩子
喝了醋，这是错误的。”毓璜
顶医院儿童急救区主管护师
马红英说，蟑螂药的主要成
分是甲胺磷(一种有机磷，属
于酸性 )，如果再用醋，就可
能会引起其毒素增加，结果
会适得其反。

“正确急救做法是给孩
子灌苏打水，这样酸碱一中
和就起到解毒作用。”马红
英说，孩子误食鼠药、蟑螂
药后最好不要自行处理，应
马上送医院。

马红英说，家长一定要
把农药与药物放到孩子接触
不 到 的 地 方 。如 果 误 食 农
药、药物，应立即将其送到
医院抢救，同时将造成中毒
的农药、药物外包装、说明
书带至医院，给医生准确诊
断、争取时间提供方便。

本报记者 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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