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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莱芜

3小时查处百辆违法重型货车
交警：90%重型货车司机安全意识淡薄

本报7月11日讯(见习记者
冯建华 通讯员 葛涛) 11日，
记者从莱芜市交警支队城区大队
五中队获悉，他们3小时内在汶河
大道和长勺南路的交会处共查处
违法行驶的重型牵引车、半挂大
货车100辆。

11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汶河
大道和长勺南路的交会处，看到

城区大队交警支队五中队民警正
在教育一名重型牵引车司机。记
者注意到，该货车的车牌被厚厚
的灰尘遮掩，如果不仔细辨认很
难认清完整的车牌号。就在记者
辨认车牌号的短短5分钟里，有4
辆大型货车被拦下，停在路边等
待民警的安全检查。

五中队队长刘庆华称，在他

们查处的违法重型货车中，90%的
重型货车司机的安全意识淡薄。

“对于这类违法行为，我们还是以
教育为主，希望司机能依法行驶，
安全出行。”刘庆华告诉记者，违
法的原因很多，号牌不清、不系安
全带、反光条不明显、行驶中拨
打、接听电话等，看似简单的安全
隐患往往引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根据《交通法》规定，驾驶机
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
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
安全带的，有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记2
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
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
的一次扣12分。

大风“撂倒”
银杏树

11日，在长勺北路电厂路口处，有一棵直径约17cm的银杏树倒在了马路上，占据了人行
横道和非机动车道，阻碍行人和车辆的正常行驶。记者注意到，树根已露出地面，而树干已
被折断，树冠部位也已不见了，路面上有很多树叶。下午4点30分左右，6名园林工作人员已
经把歪倒的银杏树重新栽种起来。园林工作人员称，昨晚下雨，雨水侵泡松散了地面的土
壤，银杏被被风刮倒。 见习记者 冯建华 摄影报道

本报热线7月11日讯 (见习记
者 冯建华) 近日，有市民向本
报反映在凤城西大街百货商场附
近，道路两旁的护栏上悬挂着很
多杂物。这对莱芜的市容市貌产
生恶劣影响，希望有关单位能及
时清理。对此，莱芜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回应：对不文明商贩会
予以劝离或处罚。

11日9时许，记者来到凤城西
大街百货商场，发现整洁的护栏

上搭晾着涮洗的拖把，涮洗后的
水还不住的往下滴，也有不少简
易的纸板上糊贴上“0月租、买18送
50”等字样，更有甚者，垃圾车卡
在护栏上、遮阳伞用铁丝拧在护
栏上等不文明现象。

“百货商场本就够乱的，再
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吊挂在护栏
上，简直就没法让人看了。”一位
市民告诉记者，这里的东西全面
又便宜，她经常来这里来购物，可

是现在来这里逛街都要戴着口
罩。市民普遍认为路边占道的经
营的商贩不文明、不自觉，希望有
关单位能予以管理。

“百货商场的商贩们已经营
多年，如果对他们依法取缔，他们
的生活就会失去保障，还可能会
增加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莱
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对这些商铺
划定摊位区域，使它们更加规范、

合法。
根据《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

境卫生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禁止在城镇道路两侧
的护栏、线杆、树木、绿篱等处吊
挂杂物或者晾晒衣物。同时，在城
镇道路两侧建筑物的顶部、阳台
外或者窗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堆放、吊挂或者晾晒有碍城镇
容貌的物品，否则，将被处以50元
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护栏挂杂物市容难维护
相关法律规定挂杂物等不文明行为最高可处200元罚款

刷卡机误读

成人变学生

本报热线7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郭延冉) “给我看看你的
卡，你怎么用学生卡呢？”11日下
午，莱芜101路公交车上一司机停
下刚启动起来的车问。原来，刚
上车的李先生刷卡时卡机报出
了学生才能办理的“优惠卡”。

“我用的我自己的公交卡
啊。”李先生又走回到司机旁让
司机“鉴定”。司机师傅停车看了
几眼后又给公共汽车公司拨打
电话询问。“不好意思，谢谢你的
配合。”一番询问过后，司机师傅
微笑着把乘车卡归还给了李先
生，继续行驶。

原来，李先生持有的乘车卡
是今年7月1号开始办理使用的
残疾人免费乘车卡，而部分公交
车上安装的卡机没有更换，无法
识别出新办理的残疾人免费乘
车卡，误读为学生使用的“优惠
卡”，导致公交司机误解李先生
冒用学生卡乘车。“他要查我的
卡没什么，我能理解，这是他们
的工作需要。大家互相体谅嘛。”
李先生笑着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莱芜公
共汽车公司办公室王主任。王主
任表示，公司规定，公交司机有
监督乘客用卡的责任，尤其是老
年卡和学生卡，为的是避免一些
不自觉的乘客贪小便宜冒用别
人的卡，如若今后在公交车上遇
到类似情况，望市民谅解。

手机日历犯迷糊

农历五月少一天

本报热线7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陈静) 近日，市民张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农历四月
本来是29天他的手机却是30天；
农历五月是30天却只有29天。

记者看到张先生两部的手
机上日历都显示，6月8日是农历
的四月30日，但在普通日历上农
历日期是五月初一，正好与普通
日历上的日期差一天。

手机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手机采用的是微软数
据库，数据库中的日历是建国以
前的老黄历，现在普遍使用的是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万年历，所
以造成5月份农历日期差一天。

遇到这种情况市民可以到
手机客服进行手机刷新或是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行进行手
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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