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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仨月月没没发发工工资资，，8899名名员员工工急急了了
烟台万房城商贸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和社保约200万元

停楼下一晚上

面包车不见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张倩倩 ) “车停在楼

下一晚上，结果第二天不见了。”市
民董先生把车停在了小区网点房
前，结果车却不翼而飞了。由于附
近店铺当时不营业，监控关闭，车
究竟怎么不见了，一时还无法得
知。

“车当时停在小区的网点房
前。”董先生说，他在芝罘区阳光富
景小区附近开了一家店，平常就把
车停到网点房前。然而，最近的这
次停车，却出现了怪事，面包车第
二天竟然不翼而飞了。

董先生说，事情发生在去年12

月14日夜间。当天下午5点多，他像
往常一样，把面包车停放好，就回
家了。此前面包车在那里停放了有
一年的时间，从来没出过事儿。董
先生告诉记者，平常做生意，经常
要用到这辆面包车，车是银白色的
五菱面包车，开了两年左右时间。

“可惜当时没有开监控。”董先
生说，当天附近的店铺都没有开监
控。事发后，董先生去辖区派出所
报了警，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现在
就希望赶紧找到这辆车。”董先生
说。

未经消防验收

宾馆擅自开业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 灭火器不够，应急照

明设备不足，消防栓里没有水，没
有经消防验收，蓬莱一家宾馆就开
张迎客。21日，蓬莱消防大队监督
人员对这家宾馆责令整改，做出暂
停使用、并处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
定。

这家违规宾馆，是蓬莱市消防
大队在对辖区单位进行地毯式排
查过程中发现的。据悉，该宾馆位
于一别墅群内，不仔细排查很难发
现。除了没有进行消防验收备案擅
自营业之外，蓬莱消防大队监督人
员还发现，该宾馆存在灭火器、应
急照明设备、疏散标志不足、消火
栓没水等安全隐患。

根据《消防法》的有关规定，执
法人员责令该场所暂停使用，并处
罚款5000元。同时，要求该单位及
时向消防部门申报消防验收备案，
在手续齐全后，才能投入使用。该
宾馆负责人表示，要尽快完善相关
手续，进一步完善各类消防制度。

据了解，第二次“清剿火患”战
役开展以来，蓬莱消防大队进一步
加大了对辖区各类场所的消防安
全检查工作力度。进入2014年以
来，已有7家隐患单位受到处罚，罚
款近10万元。

加强雾霾天气下

设备特巡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 1月
20日，莱州市供电公司各操作队为
确保所辖变电站设备运行正常，组
织人员分别利用夜晚和白天两个
时间段，启动设备特殊天气下巡视
检查项目，重点检查室内、室外设
备瓷质部分有无放电闪络现象发
生，检查SF6设备有无气体压力降
低情况发生。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伟平) “别的公司都发
年终奖，我们连正常的工资都
发不了，社保不能按时交纳。”
烟台万房城商贸有限公司员工
无奈地说。据员工介绍，该公司
已有3个多月没发工资了，社保
半年多没交，拖欠工人工资约
120万元，社保约80万元。

近日，记者来到烟台万房
城商贸有限公司。在办公楼记
者发现，该公司只有一楼有几
名保安、五楼有十多名办公室
人员在着急地等待领导发工
资。该公司的保安称，他们的工
资低，公司也拖欠了他们3个月
工资。

据该公司五楼办公室工作
人员介绍，公司在职人员89人，
以往公司每月给工人的总工资
是40万余元，按此标准，该公司
从2013年10月至今，至少累计
拖欠工资120万元。同时，公司
从去年7月至今未给员工交纳
社保金，累计拖欠社保金约80

万元。
不少员工表示，烟台万房

城商贸有限公司领导层面员工
16日开会决定，17日上午给基
层员工发放工资。17日上午，基
层员工致电该公司财务部门，
却被告知公司财务部门没有任
何发放工资的计划，也没有接
到总经理发放工资的通知。“拖

欠了工资，还说话不算话。”一
位员工说，不少人还担心公司
会破产。

得知公司财务不能按承诺
发放工资之后，该公司员工代
表20多人拿着投诉材料来到了
烟台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劳动监察处投诉中心进行了投
诉。

随后，记者联系了该公司
总经理唐英瀚。唐英瀚表示，公
司还有2000多万元没要回来，
导致员工3个月没发工资。“17

日上午在开发区讨要工资，没
谈成，不能及时给员工发工
资。”他表示，他正努力解决工
资问题，希望员工再等等。“可

以让员工去看看他持有的房产
等，大不了，将这些房产出售，
偿还工人工资。”唐英瀚说。

记者从烟台市劳动监察处
投诉中心了解到，对于烟台万
房城商贸有限公司工人的此次
投诉，该处将调查处理，符合条
件的将在投诉案件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立案，并将调查取证。
如果烟台万房城商贸有限公司
确实存在违法行为、拖欠所有
员工3个月工资属实，那么，该
处将责令按期整改，拒不整改
的，将予以行政处罚。如果公司
无力执行偿还工资的话，该处
只能将案件移交给司法部门处
理。

为为给给工工人人取取暖暖
在在车车间间里里烧烧木木头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 车间空调
大冷天成了摆设，苦了干活
的工人们，为了取暖，负责人
在车间里烧起木头，这让工
人很烦恼。开门散烟冻得要
死，关门取暖就呛得慌，这怎
么办？

烟台高野实业有限公司
有工人匿名反映称，进入冬天
后，单位三个10p空调一直坏
了修修了坏，成了摆设。最近
几天特别冷，老总在车间烧起
木头来取暖，搞得车间满是烟
雾。工人担心一氧化碳中毒，
认为公司此举太过儿戏。

21日下午，记者来到烟台

高野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先生解释说，空调并没有损
坏，而是因为高达八九米的厂
房空间太大，里面只有十多个
工人，还有用于通风的设备，
三个空调虽然全天运行，但是
没有办法聚暖。

20日上午，李先生去车
间时发现，有年轻工人因穿
得单薄，冻得嘴唇发白。李先
生说，为了给工人取暖，在征
得大家同意后，才拿了个桶，
在里面烧了些木头。因公司
也没打算将这一举动作为长
久的取暖方法，因此在使用
了一天之后，21日没有再烧
木头。

买买了了一一趟趟猪猪肉肉
回回到到家家后后包包没没了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20日下午5

点多，市民于女士骑着电动
车去祥和市场买了一趟肉，
结果放在车上的蓝色手提包
不见了，里面有身份证和银
行卡，这可急坏了于女士。她
希望有市民看到，可以把包
还给她。

“一转眼，包不见了。”于
女士说，20日下午5点多，她
下班回家，去附近的祥和市
场买猪肉，结果回家一看，自
己的手提包不见了。

于女士说，市场离家不
到2 0 0 0米，买肉的时候包还
在车上，应该是在回家的路

上不慎滑落。“是一个蓝色
的皮质包。”于女士说，包里
有身份证、两张银行卡，还
有 一 些 现 金 。发 现 包 丢 失
后，于女士赶紧回到市场附
近沿线寻找，却一无所获。
她问了不少人，都说没有看
到，查看了附近的垃圾箱也
没有找到。

21日上午，于女士将两
张银行卡进行了挂失。“希望
能联系上看到包的好心市
民。”于女士说，希望找到看
到包的人，把包拿回来。市民
如果看到这样一个包，可以
联系本报热线6610123。

奖励线索人陈先生20元

国网莱州供电

有有俩俩爹爹俩俩妈妈，，孩孩子子却却一一直直流流浪浪
男孩17年前被收养，现在常在外惹事，两边父母都难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尹海涛 ) 17年前的一个
晚上，牟平区观水镇周家村的
周德春夫妇在家门口捡到一个
男婴，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就收
养了下来。孩子16岁时，他的生
父母突然出现，将孩子领走了。
然而，孩子却经常跑回养父母
家，而养父母因孩子老在外惹
事不想再养，生父母想养却管
不了，孩子一直在外流浪。

周德春说，孩子的生父是
潍坊高密人，孩子出生前曾在
村里种蘑菇，孩子出生后回到
了高密。孩子的亲姑姑和周德
春同村，最终孩子通过姑姑知
道了自己的身世。

周德春说，2012年夏天，孩
子从外地回到村里，却没有直
接回家，而是去了他姑姑家，后
来说姑姑在烟台给他找了份工
作，再后来就去了烟台。

让周德春夫妇没想到的
是，孩子回烟台十几天后跟随
其生父回了高密。两个月后，周
德春电话联系到孩子亲生父
母，并在家中见了面。周德春
说，当时签了一个协议，把孩子
监护权转让给其亲生父母。然
而，孩子却多次跑回养父母家。
孩子养母说，孩子变得不再听
话，在社会上打架斗殴。

孩子的亲生父亲汪先生
说，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孩
子对他感情淡，根本不留在他
身边。“孩子这几年在外面不务
正业，老惹事，养父母不想管
了。”汪先生说。

目前孩子一直在外漂泊，
养父母和亲生父母都无法联系
上他。

孩子养父：

希望亲生父母把孩子户口迁走

“小被里有张纸条，写着
孩子的出生日期及父母抛弃
孩子的原因。”周德春说，婴儿
被发现时身上只裹着一床小
被。

记者在周德春家中看到
了孩子亲人留下的纸条，大
体内容是：孩子是一对未婚
男女所生，因为不忍心流产
所以生了下来，经多方打听

得知大哥大嫂没有孩子，才
把孩子托付给大哥大嫂，孩
子今后就是大哥大嫂的亲生
孩子，到死也不会认这个孩
子。署名是孩子大舅，并写了
孩子的出生日期：1997年3月
24日凌晨3点56分。

“孩子 8岁时，给他落了
户。”周德春说，我给他取的名
字里有个“堃”字，意思是两方

土地养育了这个孩子。
据周德春介绍，小堃自从

跟着表哥一起玩后，开始不认
真学习，经常旷课，最终在15

岁时退学，整天在外面惹事。
周德春说：“目前孩子的

户口还在这里，希望孩子亲生
父母把户口迁走，好好管教孩
子。”

本报记者 尹海涛

▲孩子养父母和其亲生父母签了协议，将孩子监护权
转让。 本报记者 尹海涛 摄

养父母一直保存着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 本报记
者 尹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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