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住近一年，垃圾无人管
原农科所宿舍新盖四栋楼房开发商与物业迟迟不交接，苦了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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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遗留的建筑垃圾一直无人清扫。
本报实习生 袁建帮 摄

滨城区民政局 >>

今年重点打造城市社区

“一刻钟便民服务圈”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
泽云 通讯员 李鸿雁) 记
者从滨城区民政局了解到，
2013年滨城区将进一步探索
社区自治管理，不断完善社区
服务功能，提升社区服务品
质，推进城市化进程。

明确目标，扎实做好社
区服务建设工作。一是面向
困难群众的社区救助服务。
对各社区辖区内的特困家
庭、军烈属、孤寡老人、低保
对象，残疾人、下岗职工进行
调查摸底，登记建档，定期走
访。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的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他
们的就业及收入状况，切实
做到“应保尽保”。二是面向
优抚对象的服务。对各社区
辖区内的军烈属等优抚对象
进行调查摸底，登记建档，定
期走访等基础工作，定期对
优抚对象开展政策宣讲、精
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等服务活
动。三是面向老年人的养老
服务。大力发展以家政服务、
养老服务、社区日间照料服
务和病患陪护服务等为重点
的家庭服务业。四是开展救
灾救济服务。增强社区群众
减灾意识，普及减灾知识，
提高社区群众避灾自救能
力。五是面向社区居民的其
他特色服务。重点打造具有
滨城特色的城市社区“一刻
钟便民服务圈”(让社区居民
在一刻钟之内享受到便捷
的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便
民服务 )，为社区居民提供

“人文、细致、优质、价廉、高
效”的服务。

编著《吕剧》，草稿摞起1米高
博兴县吕艺镇吕剧团团长张传法一直在为吕剧传承而努力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泽云

生在“吕剧之乡”

从小热爱吕剧

“我家在吕艺镇刘官村，唱
吕剧的人很多，我从小就听，但
是真正开始探访吕剧还是 30多
年我在民政局做地名工作的时
候。”张传法说。

“现在喜欢看吕剧、学习吕剧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现在会唱
吕剧的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张
传法告诉记者，50年代时会唱吕
剧的人很多，但是现在却很少了。
因为早就觉察到了吕剧的这种危
机，张传法早早地就投入了宣传
吕剧的行列。

每年夏天，张传法都会组织
一些吕剧爱好者到博兴董永公
园、文化广场等地公益演出，已经
坚持了7年多，“主要是为了宣传
吕剧，使得吕剧能传承下去。”张
传法有种害怕吕剧不能得到良好
继承的危机感。

2011年 1月份，在吕艺镇镇
政委、博兴县国税局工作组以及
京博控股集团的支持下，成立了
吕艺镇吕剧团，任命张传法为剧
团团长。张传法告诉记者，成立
这个剧团他非常高兴，这样能有
机会和老艺人们一起切磋吕剧，
也能扩大吕剧的影响力。现在吕
剧团有演员30多个，平均年龄在
40岁左右。

下乡采风30多年

搜集吕剧资料

最近，张传法在博兴县政协
委员会的支持下参加编写了一本
关于吕剧起源、发展以及吕剧名
人等的书《吕剧》，约有24万字，5
月份即将出版。因为不会使用电
脑，张传法的写作草稿纸张就有1
米多高。

张传法认为吕剧至今符合时
代发展的潮流，每个年代都有适
应这个年代的题材，比如解放初

期倡导婚姻自由时应运而生的作
品《李二嫂改嫁》等。

“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回老家
听村里的老人们唱吕剧，一边听
我就一边记。”张传法笑着说，在
没有参加编写这本书之前，因为
爱好吕剧，张传法坚持下乡采风
已有30多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
怎么看吕剧、学吕剧了，再这样下
去吕剧就绝了。”张传法担心地
说。他认为吕剧现在之所以不昌
盛的原因有三：一是重视程度不
够，二是唱吕剧的人才少了，三是
没有经济搭台。

坚持认为吕剧

发源地是博兴

据张传法讲，2004年时东营
市广饶县等地区认为吕剧的发源

地是他们那儿，“但根据以前的历
史资料等都能证明吕剧的发源地
就是博兴。”张传法说。

张传法说，清朝末年，黄河改
道后河堤失修，年年为害，造成大
荒年，博兴县尤其厉害。于是很多
人都出去乞讨要饭，但仅仅是上
门要饭要来的饭很少，后来几个
聪明的人发现唱曲儿能多要一
些，于是他们就把当地风俗民情
的小故事改编成曲子唱，逐渐就
演化成了吕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吕剧
保护好、发展好。”张传法说，他
认为继承吕剧传统，发展吕剧艺
术是保护博兴文化的重要工作，
也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
部分，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了
解吕剧，喜欢吕剧，使得吕剧源
远流长。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刘涛 实
习生 袁建帮) 滨城区原农科所
宿舍内，几年前新盖了四栋楼房，自
从去年三四月份交房以来，新盖楼
房的楼道卫生以及周围区域的垃圾
没人清扫，这让小区居民着了急。小
区物业表示，开发商迟迟不与物业
交接，他们也没有办法。

4日，市民打来热线称，位于黄河
七路渤海四路的原老农科所宿舍内
新盖楼房的垃圾无人清扫，他们曾找
过物业多次，但物业不管。4日上午，
记者来到该小区，几个已被塞得满满
的垃圾桶正对着小区门口，垃圾桶西
侧有成堆的建筑垃圾；小区北侧则矗
立着一个高约5米的柱形铁桶，桶下
面是一堆堆的建筑垃圾。

小区新盖楼房有三栋在院北
侧，一栋在院南侧。小区居民张女士
告诉记者，这几栋楼房自去年交房
以来，垃圾一直无人清扫，曾找过物
业多次，但都不管用。新盖楼房的居
民不得不自己打扫楼道卫生。有时

楼道的灯坏了或楼房的变压器坏
了，他们就凑钱找人维修。

位于3号楼一单元的居民李女
士告诉记者，去年10月份，一单元的
公共下水道被堵，物业不管，她自掏
腰包找人疏通管道，前后花了两天
时间，“钱花了暂且不提，关键对居
民带来很大不便。”

在一旁的陈女士指着斜对面的
那个巨型大铁桶说：“这都是建楼时
用的，现在还留这儿，这哪是小区
样！”据周围居民介绍，当初他们在
交房时，已预交给开发商半年的物
业费，可自从入住以来，就没见物业
服务过，“他们只负责收水费、电费，
其它都不管。”

随后，记者采访到小区物业，物
业李经理称，新楼房盖好后，开发商
还没有将新盖楼房交接给物业，开
发商代收的物业费也没有转交给物
业，所以物业没有义务管理新盖楼
房的卫生等。他也表示，小区内的建
筑垃圾等问题都是开发商遗留下来

的，应该由开发商负责，况且清理这
些建筑垃圾需要费用，物业也没这
么多经费。

华美物业总经理孙先生表示，
最近一直试图联系新盖楼房的开发
商金金龙置业总经理王树学，但一
直联系不到。据他介绍，去年三四月
份，王树学曾向物业提及新盖楼房
交接一事，但由于对方所提供的证
件不全，交接一事被搁置。后来物业
又向金金龙置业提交一份交接时需
要对方提供的证件名单，却一直没
有得到回应。

针对开发商代收新盖楼房业主
物业管理费问题，孙先生表示，开发
商属于私自代收，并没有通知物业，
但如果开发商与物业顺利交接，物
业不会再给居民进行二次收费。

记者又拨打金金龙置业总经理
王树学电话，但没有打通，随后，记
者又电话咨询该置业公司副总经理
王明治，对方表示不知情，后再询
问，电话无法打通。

“董永故里”、“吕剧之乡”、“中国厨都”是博兴县三张亮丽
的名片，张传法的家乡便是素有“吕剧之乡”之称的博兴县吕艺
镇。今年63岁的张传法不仅和吕剧有缘，自己还特别热衷于吕
剧，他觉得吕剧作为博兴文化的一种特色，且现在是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应该好好地继承下去。近年来，张传法参加编写的
一本关于吕剧起源、发展以及吕剧名人等的约有24万字的《吕
剧》一书，5月份即将出版。

“保洁大叔真勤快，停车场那么
大 都 认 真 打 扫 一 遍 ，俺 都 被 感 动
了。”5日，蒲湖绿洲小区一位居民反
映，小区保洁人员李新国认真负责，
每天不间断维护卫生，小区被打扫
得干干净净。

5日，记者在小区内见到了小区
保洁人员李新国，他告诉记者，每天
维护卫生成了他的习惯，所负责的区
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李新国告诉记
者，他前年搬到小区居住，就开始义
务为他所住的2号楼打扫卫生。去年6

月份，物业公司找到他，让他做小区
的保洁员，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所住楼和相邻的楼都是老
建筑，所以很多垃圾死角。”李新国接
手了该区域的卫生管理后，不厌其烦
地一遍遍清理，还抽时间将两座老居
民楼之间的卫生死角清理了，“当时
足足清理了8车，心里着实痛快。”

李新国告诉记者，干工作就是这
样，不管事情大小，做好了才痛快，要
不然总觉得有愧于这份工作。

(记者 于荣花)

社区那些事儿 >>

“保洁大叔真勤快，俺都被感动了”

社区投稿箱 >>

邻居一家亲，和谐变成金
门对门，窗连窗。楼挨楼，巷接巷。

同住一个小区内，朝夕相处常来往。

不管地位尊与卑，莫论贫富弱和强。

宽容待人重诚信，尊老爱幼高风尚。

公益事业抢着干，不为小事争短长。

真情铺出阳关道，善举推倒隔心墙。

一户遇难邻相助，沟沟坎坎都能闯。

远亲不如近邻居，故交难比好街坊。

作者为六街居委会居民崔建民，“雷锋日”有感而发。

记者 于荣花 整理(原文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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