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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手手包包粽粽子子，，这这节节过过得得真真恣恣儿儿
庆“六一”过端午，本报组织20个家庭包粽子过端午

公共绿化带
成私人“农场”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王伟平)

福山区河滨小区公共绿化带区
域面积较大，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
有人在绿化带上种菜，至今则愈
演愈烈，2日上午部分市民则冒雨
除草栽“黄瓜”秧。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物业无执法权，物业绿
化部门工作人员平整恢复绿化带
后又被居民偷偷种菜了。

近日，福山区河滨小区居民
致电本报记者反映，该小区是有54

栋楼、近3000户业主的小区，小区
内的绿地原本规划面积较大，到
了夏天，种满的绿化树木等让居
民看了非常舒心。“现在绿化带基
本都被毁了，人们开始在绿化带
上种菜。物业也不管。”市民李先
生说。而小区的张女士说，“现在
小区绿化带到处种的都是菜，把
小区弄得乱糟糟的，遇到大风天
气，灰尘沙子到处飞。”

2日上午，记者来到河滨小区。
在小区绿化带走访时发现，一名50

多岁的女士正偷偷地蹲在绿化带
里除草挖坑。在匆忙松土栽秧过
程中，她告诉记者，她正准备种点
西瓜、黄瓜。当记者问，在绿化带
种菜能行吗？没人管吗？她告诉记
者，“不要紧，等有人管时，我再退
还回去。”记者走访整个小区发
现，该小区2号楼、39号楼等附近绿
地种菜已成规模，俨然是一块私
人“农场”，里面种满了茄子、大
葱、地瓜等。

记者来到了河滨小区物业烟
台河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
室，该物业工作人员王先生说，物
业没有执法权，之前物业公司绿
化部门工作人员发现绿地被种菜
后立即平整土地并种上草皮，但
过两天草皮不见了，菜秧子又出
现在绿化带里，种菜的行为根本
无法杜绝，虽然每年至少有一次
大型检查。

居民可起诉或
向主管部门反馈

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聂
玮表示，按照《物权法》第73条规
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
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
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
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
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但对于部
分老旧开放式小区，其产权原属于
国家或集体所有，虽然经过房改后
房子产权改为各个居民所有，但绿
化带等公共区域或公用场所的产
权，可能仍归国家或集体，对于居
民侵占公共绿地的行为，居民可向
房管部门或住建部门举报，并参照
有关法律予以处罚。

聂玮还表示，但如果公共绿化
带的产权归全体居民所有，根据

《物权法》第76条，“对于改建、重建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须经专有
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同意。”否则，小区居民可
以通过召开全体业主大会成立业
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
向乱占绿地的业主或居民起诉，通
过法律途径解决绿地被占的行为。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金
夏瑞 ) 1日上午，本报组织20

个家庭在东岳大酒店举行亲子
包粽子活动。别看小朋友们年
龄小，虽说都是第一次，可包起
粽子来各个有模有样。临近中
午，煮熟的粽子刚出锅，大家还
一同将热腾腾香喷喷的粽子送
到了康宁老年公寓，和那里的
老人们一起分享自己亲手制作
的粽子。

1日上午8点40分，东岳大
酒店的工作人员开始把一盆盆
糯米、花生、红枣还有粽叶摆上
桌，几位提早到达等待的小朋
友们却等不及了，争着喊着现
在就要开始学。看见几个孩子
围在桌子旁，一双双圆鼓鼓的
小眼睛盯着桌上的糯米，大厨
白育华心软了：“来，我先给你
们演示一遍，你们试试看。”

说着，白育华示范起来。几
个小朋友也在一边依样画葫芦
地照着做，虽然刚开始包一个
似模似样的粽子还有些困难，
可有了家长和大厨的帮忙，没
过多久，孩子们包起粽子来也
都驾轻就熟了。

11岁的佳佳把包好的3个
粽子用绳子连接起来，变成了
棕串，其他小朋友便不甘心了，
纷纷把自己包好的粽子连接起
来，你6个，我8个，大家都暗自
较劲，最长的竟连成了粽子项
链挂在了脖子上。

“以前过儿童节，我们都会
领着他去公园玩。这次，是他自
己提出来现在长大了，一定要
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刘子
源的妈妈告诉记者，其实包粽
子她本人也是第一次，现在超
市商店各种各样的粽子玲琅满
目，以前过端午家人都会买点，
从来没有想到要自己包。这么
难得的机会她和儿子都不想错
过。

现场，像刘子源妈妈一样

都是第一次包粽子的家长还
有很多，许多家长坦言，一来
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
一来是直接买粽子方便省事，
所以从来没有体验过自己包
粽子。“有机会和孩子出来参
加活动，在儿童节多陪陪孩
子。”家长徐女士觉得很有意
义。

不一会，热腾腾的粽子就
出锅了，虽然有些粽子没禁住
大火“煎熬”，粽叶开了口，糯

米也漏了出来，可大部分粽子
还都是有模有样的。出乎记者
意料，孩子们一致决定外形好
看的粽子挑出来送给老人。

离开酒店，驱车5分钟，孩
子们把热腾腾的粽子分给了康
宁老年公寓的每一个老人，还
和他们一起品尝了亲手制作的
粽子。“奶奶，我们自己包的粽
子真的很香。”虽然米粒吃得满
嘴都是，孩子们还不忘跟老人
们“推销”自己的杰作。

自创三角形粽子

被大厨赞为“最美粽子”

在众多包粽子的娘子军
中，一位小男子汉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戴着小眼镜，歪着脑
袋，嘴巴微张，注意力完全集
中在手中的粽子上，这副专注
的表情逗乐了周围的很多家
长。

10岁的初星宇模仿大厨
包粽子的手法，将芦苇叶折成
漏斗状装上米，在折芦苇叶的
时候，初星宇由于动作比较
慢，没有跟上大厨的节奏，便
发挥起自己的创造力，随意折
叠着芦苇叶，包出来一个三角

形的粽子。
虽然不同于大厨教的四

角粽子，初星宇包出来的三
角形粽子却规整有棱角，在
众 多 的 四 角 粽 子 中 格 外 抢
眼。经过不断地摸索，初星宇
包的三角形粽子也逐渐丰满
起来。

大厨白育华在巡视时发
现了这只有个性的三角形粽
子，她忍不住称赞起初星宇的
创造力，“包得真不错，很漂
亮，比很多家长包得都好看，
是全场最美的粽子。”

粽子绳要系成蝴蝶结

萌妹子包出“最萌粽子”

6岁的萌妹子李欣蔚还
无法完全独立地包粽子，她
给妈妈打起了下手，妈妈负
责折芦苇叶，李欣蔚负责把
花生、大枣、糯米装进去，妈
妈包好之后，李欣蔚用线将
粽子绑好。

虽然做的是打下手的工
作，萌妹子却对自己有着严
格的要求。为了把粽子绑结
实一点，萌妹子使出全身的
力气，一道道将绳子缠紧。粽
子绳一定要系成蝴蝶结，而
且蝴蝶结的两边一定要对称

才行。系好蝴蝶结之后，李欣
蔚还仔细端详进行调整，影
响美观的绳子李欣蔚干脆用
牙一点点咬掉。

一直举着粽子配合萌妹
子的妈妈看到女儿的精细程
度都忍不住劝说女儿差不多
就行了，但是李欣蔚依然坚持
要包出“最萌粽子”。粽子煮熟
出锅之后，李欣蔚一眼就认出
了自己和妈妈包的蝴蝶结粽
子，并将粽子送到了老年公寓
和爷爷奶奶一起分享。

本报记者 于明红

稀稀罕罕！！这这棵棵金金银银花花有有三三层层楼楼高高
花开时节香“惠”四邻，成为芝罘区文化六巷附近一景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刘
高 ) 在芝罘区文化路和文化
六巷交叉路口，有一棵金银花
沿楼外墙攀爬了三层楼高，每
当繁花盛开，就香飘四邻，它不
仅成为周围一景，还引得附近
居民常来摘花拿回家。

这棵金银花长在居民楼向
阳方向的楼下，长势非常茂盛。
在底部约10厘米处，它就分出
了5个粗壮的枝条，沿外墙攀爬
向上。在3米多高的位置，金银
花枝条在水平方向上延展了约
3米宽，最高处与三楼飘窗顶端
相齐。整个植株上布满了小花，
有的是白色，有的已经变黄，还
有的三五个黄色花簇中间又开
出白花。

家住附近的一位大爷告诉
记者，这金银花种了有七八年
了，长得真好，常有人过来摘
花。金银花的主人韩结锋与丈
夫孙先生在一楼沿街商铺经营
一家眼镜店，孙先生介绍，在七
八年前，妻子买回来这棵金银
花，“当时觉得金银花寓意吉
祥，而且还有药用价值，就买回

来了。刚开始只有半米高，种上
后长势特别好，沿着从顶楼垂
下的老闭路电视线，一路向上，
长到了3楼。”

每到金银花大量开花的时
候，香味浓郁，黄白相间，成为
周围一景。“每年花开时，都能
在厨房听到外边有人夸这株金
银花长得茂盛、香味浓，”孙先
生说，“我自己看到它长得这么
好，闻着香味，而且邻居也夸
奖，我心里就非常高兴。”

金银花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每到花开时，常会有人来采
摘花蕾。孙先生不反对别人摘
花拿回家，“摘花不要紧，我不
反对，只要不破坏枝叶就行。”

孙先生的眼镜店已经经营
十几年，在他之前，这里开过饭
店、美容院，“以前的店，开得都
不长久。别人在这里开饭店的
时候，店里很吵，打扰居民休
息，居民常到居委会反映。现在
环境好了，这金银花又给上下
楼和邻里带来这么多好处，连
居委会的人都来夸奖我，邻里
关系非常和谐。”

手捧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孩子们都十分开心。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金 银
花 长 到 三
层楼高，成
为 周 围 一
景。 本报
记 者 刘
高 摄

现场花絮

律师说法

河滨小区居民正在绿化地除
草松土栽黄瓜。 本报记者 王伟
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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