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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斤刀鱼光纸箱就2 . 2斤
扒开一看吓一跳，纸箱里竟夹着一层水泥

婴儿冬天“中暑”

原来是给捂坏的

┬记者 孔雨童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月30

日下午，一名8个月大的女婴跟随
母亲坐长途车来烟后，出现高烧、
昏厥。医生接诊发现，病因竟是母
亲用棉被把她包裹得太严实。

女婴是跟妈妈从海阳坐车来
烟台看奶奶的，有8个月大。因为天
气冷，妈妈上车前给宝宝穿了多层
棉衣后，又用棉被把她紧紧地包裹
起来。在汽车到达烟台后，妈妈感
觉宝宝不哭闹了，身体也发软，打
开棉被一看，孩子满脸通红、昏睡
不醒，并且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体温当时已经39℃多了。”接
诊的烟台山医院儿科主任李海燕
说，医生们很快把棉被打开，然后
给孩子补液降温，过了一段时间，
孩子的体温才恢复正常。

李海燕说，这种病叫做“婴儿
捂热综合征”，原因就是家长给孩
子包裹得太严实又不注意通风，使
孩子体温过高发生脱水，严重的甚
至可能导致死亡。

李海燕提醒家长，给孩子加衣
要适当，尤其在有暖气或者封闭的
车内注意减少衣服、不要包得太紧。

电表换了新的

余额咋不给退

┬记者 尹海涛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新桥
小区2个月前更换了新电表。近日，
新桥小区的居民宋先生向本报反
映，电表是换完了，可物业一直拖
着原电表里的电费不给。

记者走访了解到，更换新电表
前居民都要到物业交费，所以整个
小区旧电表里的剩余电费都在新
桥物业。换了新电表后，居民需要
直接到电业公司交费。本来只是换
个交费的地方，可2个月过去了，物
业却一直没给退旧电表的余额。

新桥小区桃园里街的居民田
先生说，他去找过物业3次，物业一
直拖着不给，只说等通知。

居民王先生原电表里还剩了
200多元电费，同样没有拿到退款。
王先生多方打听了解到，新桥物业
之所以一直拖着不给退款，是因为
物业费一直收不上来，打算将剩余
电费充当2013年的物业费，这让许
多居民难以接受。

但物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由于小区改造升级，许多工
作正处于收尾阶段，原电表剩余电
费的退还工作目前还无法办理。

慢点开

2月1日下午5点左右，在迎宾
路金沟寨小区路段，一辆别克和
东风风神相撞。记者在现场看到，
别克车左车灯被撞碎，零件散了
一地。东风风神则停在路中间，一
扇后车门凹了进去。所幸没有人
员受伤。目击者称，事故与车速过
快有关。

┬本报记者 刘杭慧 李泊
静 摄影报道

┬记者 尹海涛 报道
qlwbyht@vip. 163 .com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月
31日，家住芝罘区的吴女士从公
司领回了两箱刀鱼，每箱足足有
10斤重，这让吴女士心里乐开了
花。拿出刀鱼后，吴女士傻了眼，
包装的纸盒很重，一称足有2 . 2

斤重，这怎么可能？
1月31日晚上，吴女士下班

后抱着两箱单位发的刀鱼回家，
一边爬楼一边心想：“这刀鱼还
挺沉，肯定个头挺大，过年买刀
鱼的钱省下来了。”

回家一看，吴女士有些失
望，箱内的刀鱼也就半指宽，根
本算不上什么好刀鱼。不过吴女
士想想又释怀了，一箱10斤重，
两箱可就是20斤，毕竟是发的年
货咱不能计较。

将刀鱼放到冰箱里后，吴女
士打算扔掉装刀鱼的包装箱，当
把纸箱拿在手里时大感意外，这
箱子怎么这么重？

吴女士左看右看也没发现
猫腻，于是拿出秤来一称，一个

空纸箱子竟有2 . 2斤重。
“什么箱子这么重，这样的

箱子不可能啊。”吴女士怀着好
奇的心理把纸箱给撕开了，眼前
的东西让吴女士大为吃惊，纸箱
的两层纸中间竟然夹着水泥。

“箱子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跟
正常的纸箱没什么区别，隐藏得
非常好。”吴女士说。

吴女士把窝火的遭遇发到
了网上，立刻引起了网友的热
议，没想到有类似遭遇的不止她

一人。
网名为“百事”的网友气愤

之余戏称：鱼里没有算你万幸。
网友“haotinghui”称：你这还是夹
在纸箱里的，你还没见到我那个
直接铺在箱底的水泥片。

一踩一脚泥 这路可咋走
雨雪过后是烂泥，部分路段让市民直叹行路难

┬记者 王永军 报道
qlwbwyj@vip. 163 .com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雨雪
过后，市区部分路段变身烂泥
湾，让不少市民饱尝行路之苦。1

日，记者探访部分路段发现，市
民只能在泥泞中前行。

1日上午11点，记者来到了
港城东大街第三城附近，只见在
路口有一个很大的坑洼，里面有
不少积水，附近的沥青路面上也
到处都是泥浆。路过的市民都要
踮着脚小心翼翼地前进，还是不
免会把泥浆溅到裤子上。

在孙家滩通往港城东大街
200多米长的路上，简直就是泥
浆成河。一个坑洼连着一个坑
洼，到处都是黄色的泥浆。有的
市民干脆穿着雨鞋前进，步行的
市民则踮着脚，瞅半天找个相对
较好的地方走。尽管小心翼翼，
到了家门口时鞋上还是沾满了
泥浆，甚至衣服上也有不少泥
点。

不少从此通过的汽车也是
有苦难言。为了减少泥浆溅落到
车身上，司机普遍放慢了速度。
可泥坑实在是躲不过去，打这儿
走一趟估计得直接开去洗车店

了。看着车身的泥点，不少司机
都埋怨这路实在太难走。

在幸福中路幸福十六村附
近一路段，路口的地方一个大坑
积着一汪泥水，通往居民区的道
路上也是泥泞不堪。过往的市民
看着泥泞的道路都皱起了眉头，
更痛苦的是，这是条必行的道
路，哎，硬着头皮过吧。

幸福十一村附近的一条道
路也成了泥浆路，两车道的路面
上，东侧路面情况相对较好，西
侧的泥浆带延续了几百米。市民
普遍选择从东半部分通行，一位
骑摩托车的市民为了防止溅到

泥浆，放慢车速抬起了双腿。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委屈得

像个受伤的孩子，“看着这泥浆
路，简直都想哭。”家住孙家滩的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孙家滩通
往港城东大街的路本来就不大
好走，雨雪过后，泥浆成河，几百
米的道路走起来特别漫长。

虽然冬天气温较低，不太适
合路面维修，市民还是希望有关
部门能想想办法，解决下出行难
题。“烟台清雪速度那是没得说，
可什么时候不再出现泥浆路就
更好了。”许多市民都说出了他
们的想法。

水泥藏在夹层里，还挺隐蔽。 记者 尹海涛 摄

孙家滩通往
港城东大街的路
上成了泥浆路。

幸福十六村
附近一个路口泥
泞不堪。

海滨小区内，市
民踩着泥泞前行。
记者 王永军 摄

幸福十一村附
近，骑行的市民抬腿
防止溅到泥水。


	J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