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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井盖盖破破损损，，一一瞅瞅里里面面用用的的是是竹竹片片
福山区一人行道上现竹子水泥合成的井盖，市民担心安全问题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王
伟平) 9日中午，有市民致电本
报称，福山区御花园小区西北
角的人行道上，有一井盖居然
是用水泥和竹片浇筑而成，现
在井盖破裂，竹片都露出来了。

9日，市民董先生经过福山
区御花园小区西北角时发现，
一个破碎的水泥井盖破破烂
烂，再一瞅井盖破损的地方，露
出的不是钢筋，而是竹条。

“一般都是钢铁井盖或者
内含钢筋浇筑水泥的井盖，很
少见到竹片浇筑水泥井盖的。”
市民董先生说，这让他有些疑
惑，又担忧这种井盖的安全性。

记者来到御花园小区西北
角，在人行道上确实发现一红
色井盖。井盖已经破损，可以看
见里面是横竖交错的竹条。

从井盖裂缝往窨井里看，

该井深约1 . 5米，里面铺着电线
或电缆等东西。

记者多方联系，却没找到
破损井盖的产权单位。但据福
山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港城西大街福山御花园路段确
实有一批竹子浇灌水泥的井
盖，当时属于原烟台市弱电局
福山分局，该局现在不存在了，
井盖的产权不知归了谁。

福山区城管局和烟台传输
局福山分局的工作人员称，10

日会派人到现场查看，然后寻
找井盖的产权单位。

那么，竹子浇筑水泥的井
盖，是否还在烟台其他地区使
用呢？

记者从烟台市养管处得
知，烟台现在的井盖主要分为
钢铁井盖、水泥井盖和塑料(树
脂)井盖三类。竹子浇灌水泥的

井盖，在芝罘区等区域已经多
年不用了。

据专业生产井盖的厂家烟
台万通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焉女士介绍，竹子
浇筑水泥的井盖，是一种工艺，
具有环保、节约成本的长处，目
前该类型井盖在东营、威海等
地一定范围内存在。烟台开发
区曾发生整条街上竹子浇筑水
泥的井盖破损较大的情况，之
后，烟台地区对这类井盖不再
认可。

不过，焉女士强调，“即使是
竹子材质浇筑水泥的井盖，如果
严格按照工艺来，在规定的使用
范围使用，还是可以接受的。开
发区当时使用的井盖，可能是生
产厂家工艺控制不严所致。这种
类型的井盖，曾经比现在普遍存
在的混泥土井盖还贵。”

丈夫孩子受影响

也加入了义工队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光亮 ) 今年
54岁的李娜，是烟台海事局的
一名普通员工，繁忙的工作以
及家中的琐事，仍没阻挡她坚
持做公益的脚步。她照顾一对
孤寡老人3年多，一直到老人相
继辞世，如今她又开始照顾一
位85岁的孤寡老人。

2008年年初，李娜成为了
烟台市慈善义工，义工号码：
06004196。从那时起她便戴上
义工证、穿上红马甲，正式成为
了一名慈善义工。

那年春节，李娜第一次没
在家过年，而是和义工朋友一
起来到烟台北岛老年公寓。她
给孤寡老人们一边喂饭一边共
同看着春节晚会，当看到老人
其乐融融、开怀大笑时，她感到

“值了”！
从那以后，李娜和慈善义工

们与芝罘区四眼桥附近的一对
老人结成了对子。88岁的老烈属
于荣风大娘半身不遂，勉强能够
下地活动，89岁的老伴栾四阳常
年躺在炕上也不能自理。

自结对帮扶的那一天起，
李娜坚持每周都去帮老人洗衣
做饭、洗头洗脚、整理卫生、嘘

寒问暖，把老人的家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个家。老人也真切感
受到，天上掉下了个好女儿。李
娜一直坚持到2011年10月底，
两位老人先后辞世。

去年年初，李娜和义工吴
月玲两人主动和85岁的孤寡老

人牟日华结成对子，老人身患
高血压、心脏病、腿浮肿等多种
疾病，她们便照顾老人的日常
起居和生活料理。近两年来，无
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冬，
她们常年悉心照料老人。

今年7月的一天，得知牟日

华老人想去海边观光的愿望
后，李娜和义工们带着牟日华
老人和79岁的安淑芝老人参观
了城市建设，游览了滨海风光。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
水中……”牟日华老人不由自
主地唱起了儿时的歌谣。

爱在扩散

吹响年底电网

建设“冲锋号”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朱兆兵 ) 临近年末，海阳市
供电公司吹响了电网建设“冲锋
号”，紧锣密鼓加紧农网改造施工，
冲刺电网建设全年工作目标，全力
打造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
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

近近六六年年来来，，她她照照顾顾了了多多位位陌陌生生老老人人
54岁的李娜有着一副热心肠，被老人当成好女儿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静)

连日来，不少追加订购的市民遇到
这样的困惑：苹果买少了怕吃完再
买就没有了，买多了又担心放的时
间长了就不好吃了。对于这样的困
扰，有热心市民分享了自己的储存
妙招，不知道的市民可以尝试一下。

9日，市民王女士打来订购电
话，想要订购一箱红富士、一箱小
国光。她告诉工作人员，她很喜欢
吃苹果，但是每次买一箱回家要吃
好久。为了能让苹果保持新鲜，她
特地请教了一下果农，加上自己也
经常琢磨，找到了储存苹果的好方
法。

王女士说，苹果贮藏最适宜的
温度为0℃左右。如果苹果数量较
少，可用纸包裹或小包装、塑料袋密

封贮藏，这样可以效控制苹果的自
然损耗，能保持苹果原有的水分。

还有一种方法，用一层白纸单
个包好，整齐地放于纸箱或木箱里，
置于通风、温度较低的地方，可保存
3-4个月不会坏。或者用塑料袋将苹
果包好扎紧，放入冰箱保鲜层，能保
存更长时间。

如果您也在为储存苹果而发
愁，可以尝试一下王女士分享的方
法，或者您有什么好的储存妙招，欢
迎致电本报与大家一起分享。

本报推出的“爱心苹果”全部选
用80级别(直径80毫米)以上的优质
红富士苹果，由烟台最有名的苹果
产地——— 栖霞市直供。

如果您也想尝尝正宗栖霞苹
果，可以到烟台振华量贩超市7家
分店购买，包括烟台振华量贩超市
购物中心店、振华商厦店、开发区
店、福山店、新天地店、台湾村店和
南山世纪华府店，也可以通过本报
订购电话 6 8 7 9 0 7 8、1 5 6 6 8 0 9 9 1 6 2

购 买 ，或 者 到 淘 宝 网 店 h t t p : / /
shop106287839 .taobao.com/订购。

为满足市民对老味道的追寻，本报特联系栖
霞苹果产地，推出正宗小国光苹果，个头在65-70

级别左右，统一采用印有“齐鲁晚报”和“栖霞市政
府”logo的纸箱包装，每箱售价120元。只要是市区
的读者，并且在投递范围之内，订购苹果后将由工
作人员免费送货上门。如果您也想要寻找记忆中
的老味道，请拨打本报订购电15275567096，数量有
限，想要订购的市民可要抓紧了。

热心市民分享储存苹果妙招

用用白白纸纸将将苹苹果果包包好好放放在在低低温温处处
寻找老味道

自从2008年1月至今，李娜利
用业余时间义务服务3166个小时，
近日她被烟台市慈善总会授予义
工最高等级———“五星级义工”称
号。

“我没有豪迈的誓言和轰轰
烈烈的壮举，只是充分利用业余
时间常年坚持义务服务，用自己
的一言一行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李娜说，希望当自己老了以后，没
有精力和体能再干义工时，可以
骄傲地说，“我没有虚度人生。”

每次参加义工服务后，李娜都
会被一些人和事感动着、鼓舞着，
回到家后便将所见所思都写出来。

“2010年2月17日，正月初四早
晨，天空飘着雪花，烟台慈善义工一
行10余人，来到了烟台北岛老年公
寓。我来到了2108号房间，这是一对
老夫妻，大爷告诉我，他87岁，老伴83

岁，都有退休金，一生中没有子女，
老伴身体不佳，需人喂水喂饭。又走
了几个房间后穿过院中央时，一位
老大妈打开窗户不断地向我们挥手
致意，并微笑着对我们说：‘闺女，快
进来吃桃酥。’顿感无限温暖，陪同
孤寡老人过春节的感觉真好。”在她
的博客里这样写道。

“当时面临着两个困难。”李
娜说，一是如何处理好工作和义
工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要取得
家人的支持。经过合理规划和努
力，李娜克服了困难，她的丈夫以
及孩子也受到她的影响，陆续加
入了义工队。

本报记者 钟建军

井盖破损后露出竹片，让人看了有些担心。 本报记者 王伟平 摄

近六年来，李娜（左）照顾了多位老人。图为，李娜和义工与牟日华（中）老人合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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