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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大菱鲆量、价齐走低
威海水产品市场仅有一家销售，消费市场萎靡成主因

┬记者 李孟霏 报道

本报 4 月 1 1 日讯 1 1
日，记者从威海市水产市场
了解到，今年春季大菱鲆量
少价低，整个市场仅有一家
销售大菱鲆的摊位，价格大
约在 35元/斤，相比去年同
期 50元/斤的价格，降幅达
30%。

水产市场里一位名叫
杨朋的摊主，从事水产品销
售近十年，一直都售卖大菱
鲆。“价格高的时候，在 8 0
元到 9 0 元一斤，今年只有
35元。”据了解，今年，在水
产品市场里只有杨朋一家
有卖大菱鲆。记者留意到，
在水产市场，鲅鱼、爬虾等
新鲜海产品摊位前一片繁
荣，大菱鲆摊位前无人问

津，这正是大菱鲆量少价低
的主要原因。

圆楼大酒店的厨师都
先生说，威海市民比较喜欢
的还是海鲜，而由于大菱鲆
是人工养殖，尽管肉质鲜
美，但依然引不起市民的兴
趣。天外天大酒店的厨师长
卢先生回忆，十多年前，大
菱鲆刚推出市场的时候，也
有一定的消费者，但近两年
出现的“多宝鱼事件”，让
本来就不坚挺的市场更加
萎靡，“现在几乎没有人点
大菱鲆。”

乳山海昌渔业公司的
于先生告诉记者，除了市场
消费能力有限外，南方市场
上大菱鲆养殖户的增加也
是重要原因，“现在南方市
场上，大菱鲆养殖户非常

多，这就导致本地企业的出
口量减少，另外每年 3 — 5
月份，浙江、福建等南方沿
海省份为减少损失竞相压
价，对北方大菱鲆价格造成
一定冲击。”于先生也早在
两年前就推出了大菱鲆养
殖行业。

威海市渔业部门分析，
据调查，预计大菱鲆价格处
于低位仍会维持一段时间，
随着 5 月份以后南方大菱
鲆销售结束和旅游旺季的
到来，大菱鲆价格有望逐步
提升。

酒后莫名遭殴打 醒来钱物已不见
┬实习记者 杨晨 报道

本报 4月 11日讯 11日凌
晨 4 时许，在威海经区某小区
楼道内，47岁的金先生遭人殴
打导致昏迷，醒来后身上的钱
包和手机却已不见踪影。苏醒
后的金先生对于事情经过也已
记 忆 模 糊 ，其 家 人 目 前 已 报
案。

11日上午 10时，记者在威
海海大医院急诊病房内见到了
受伤的金先生，金先生正躺在

病床上休息，鼻子左侧有明显
肿胀。医生诊断结果，金先生
鼻骨有骨折，但无大碍。据金
先生回忆，1 0 日晚上，自己因
给家人过生日喝了不少酒，酒
足饭饱之后又去KTV唱歌，一
直到 1 1 日凌晨才回家。“吃饭
时喝了点酒，有点头晕，我就
打了辆出租车提前回家了。”
可没想到，金先生回到小区刚
走到二楼，就突然受了几记重
拳，昏倒在地。受到殴打的金
先生一直在楼道里昏睡，没成

想，醒来之后自己已躺在医院
病床上，而此时，身上的钱包
和手机都已不见踪影。

据金先生的母亲金女士介
绍，金先生在楼道里昏睡到凌
晨四点多，才被刚回家的家人
发现并送到医院。苏醒后的金
先生已经记不起动手男子的样
貌，只记得当时上楼途中曾与
那名男子发生争执，随后对方
便动了手。“醒来后才发现，手
机和钱包都不见了，最重要的
是身份证也丢失了。”金先生

最近有出国的打算，因为并不
是本地人，所以补办身份证要
回到户籍所在地，非常耽误时
间 ，金 先 生 因 此 显 得 有 些 着
急。

11日下午，威海公安经区
分局西苑派出所民警在医院对
金先生及其家人录取了口供。
据民警介绍，因为金先生被人
欧打致昏迷不醒，无法回忆起
嫌疑人相貌，目前将通过小区
的监控录像进一步调查取证，
调查结果还需等待一段时间。

文登第二季度

病退申报开始
┬记 者 吕修全 报道
┬通讯员 李 君

本报4月11日讯 自4月1日
起，文登市社保服务中心正式开
始受理2013年第二季度病退查体
申报，本季度申报时间持续到
2013年4月30日。申报人员需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符合初审条件的
申报人员将被统一组织进行查
体。

据规定，凡是符合《威海市职
工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
能力程度鉴定申报参考标准》的，
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年满10年，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
满15年者均可报名。

申报者需带齐所申报病种出
具的诊断证明、病历以及各种检
查报告单等相关可以证明本人病
情的材料，同时携带本人档案、本
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
份、近期2寸彩色照片2张，到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报名。企业职工须
由单位负责办理申报手续，灵活
就业人员由职工档案托管中心负
责办理申报手续。报名同时还需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费用为250元
/人。

威海市社保中心将在季度末
月对符合初审条件的申报人员统
一组织查体，并组织医疗卫生专
家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最终符合
条件的，将按规定予以办理病退
手续。

小区草坪上演“圈地运动”
高区一小区内数十处草地被居民划作私家菜园，物业将进行集中铲除

小区草坪是公共绿化的一部分，也是小区整体形象的一部分，但在高区东文化小
区，很多绿化草坪都被业主各自圈占，成了私家菜园，韭菜、菠菜、大葱应有尽有。如
此的“圈地行动”，在一些市民眼里是合理利用，但另有一些市民却认为破坏草坪换
来菜地会得不偿失。公共绿地到底该如何管理？11日，记者就此进行调查采访。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孟霏 冯琳

一名为“宛若水草”的网友在
威海一当地网站发帖称，“我住在
东文化小区内，我家楼前楼后的草
坪都被某些业主刨了种上菜。这种
行为破坏了公共绿地，让大家很愤

怒，而物业也迟迟没有动作，让人
着急。”

11日上午10点，记者赶到东文
化小区，发现几乎每块公共绿地都
被个别业主圈成自家菜园。各个菜
园风光不同，有的种着葱或韭菜，
有些菜园种着菠菜、生菜等多种菜
种，更有甚者用篱笆将公共绿地圈
起来，禁止他人入内；其中几块菜
地上，还被泼上人工肥料，味道刺
鼻，惹路人捂鼻而过。一位路过的
孙女士抱怨：“有些居民脸皮厚，公
共绿地被他们圈成自家菜园，还理
直气壮地施肥、收菜”。面对一些居
民的指责，一位正在公共绿地上种
菜的男士却解释：“物业要是将这
些绿地管理成小花园，我们也就不
动了，可是却没人管理好。我们种
上菜，还能防风固沙呢！”

记者遍访整个小区发现，数十
处草地几乎没有能够幸免的，几乎
全变菜园。而其中共有十余块草地
已全被种满了青菜。

扎现状：小区草坪成了私家菜园 居民段女士在东文化小区居
住到如今，已有20个年头。“物业
公司换了一批又一批，公共绿地的
治理却从来没令人满意过”，段女
士回忆，居民在此圈地种菜也有些
年头了，好像断断续续有人管过，
但一直不见成效，公共绿地里的蔬
菜年年不见少。

随后，记者走进该小区其中一
块公共绿地，在一棵树上有一张字
条，字条内容为“业主同志，请您3

天内将菜自行处理，否则物业将铲
除”。落款是管理该小区的物业公
司—佑好物业，落款时间是“4月2
日”。按照字条的规定，如果4月5日
之前业主不处理菜地，物业便将其
铲除。即便如此，11日上午，记者到
小区时，字条仍在，业主也未清理
蔬菜，物业公司更没有进行铲除。
佑好物业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称“这
样的字条贴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本
想劝他们自己将菜收了，可是根本

不奏效。我们若真铲除业主的蔬
菜，又扛不住有些业主又哭又闹”。

而家住该小区的张女士说：
“物业也管过这些事情，但是成效
却没看到多少，大部分居民肯定希
望小区的公共绿地被规划成小花
园，而不是烂草地或个别人的私家
菜园。”不少居民认为，小区的公共
绿地是大家的公共财产，不该被私
人圈占，物业应该管一管，居民希
望看到成效。

扎碰撞：物业管理进退两难

佑好物业公司的王经理介绍，
东文化小区目前有大约60栋居民
楼，80余处绿化带，按照早期规
划，每处绿化带外围是近1米高的
冬青，里面则是成片的草坪。没想
到近年来小区居民竟将草坪铲除、
圈占，搞成了自个儿的私家菜园。

“我们是2006年接手的该小
区，当时的情况便是这样，我们也
很苦恼。”物业公司的张经理说，

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曾经多次告
诫过小区里的居民，但始终没有
收到成效，“有时候，我们早上清
除了菜地，居民晚上继续种，真是
无奈。”

张经理说，他们4月初已经挨
家挨户贴了整改通知，希望开辟菜
地的居民能够及时铲除，但是收效
甚微，“我们计划在五月份，联合城
管和街道办进行集中铲除，铲除之

后街道办将提供部分资金，用以重
新种植草坪。”但提到日后草坪的
维护工作，张经理仍非常苦恼，“就
怕草坪恢复后再遭破坏。”

威海物业管理办公室的一位
丛姓负责人介绍，作为物业公司，
对于小区的公共绿地有管理维护
的义务和制止的权利，“不过最关
键的还是要看市民的自觉性，否则
再怎么维护也没用。”

扎决策：将集中铲除菜地重铺草坪

在杨朋卖大菱鲆
的摊位少有人问津。

记者 王震 摄

▲东文化小区内有十余块
“私人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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