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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老老年年公公益益相相亲亲会会开开始始报报名名啦啦
今起45岁以上单身中老年人均可免费报名

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
报名点一，齐鲁晚报烟台记者

站(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3；电话
6879060)

报名点二，烟台市夕阳红老年
公 寓 ( 楚 凤 路 5 号 附 2 号 ；电 话
6534645)

报名点三，烟台情意派婚恋服
务中心(芝罘区东方巴黎凯旋大厦
B座1503室，五星电器楼上；电话
6222261)

2 、电 话 报 名 ：拨 打 0 5 3 5 -
6879060报名。

3、短信报名：编辑自己的姓
名、性别、年龄、自身条件、择偶条
件及身份证号发送至15963501733。
(姓名和身份证号作为主办方留
底，不对外公布)

本报记者 柳斌

喜鹊报喜

居民楼上筑爱巢

本报9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朱文朋) 你可能见过在树上和电
线杆上做窝的喜鹊，可是你见过在
小区居民楼防盗网上做窝的喜鹊
吗？在莱山区凤凰小区就有这么一
对喜鹊把窝搭在了居民厨房窗户
的防盗网内。

在凤凰小区25号楼三单元楼
北侧，抬头就可以看见在6楼住户
的防盗网内有一个用树枝搭建起
来的喜鹊窝，很是惹眼。

住在6楼的另一位住户蒋女士
告诉记者，这个喜鹊窝已经搭了好
几年了，以前还见到过喜鹊，最近
没有见到。

“别人都说喜鹊来家里是好
事，属于比较吉祥的动物吧，喜鹊
报喜嘛。”蒋女士说，感觉就是比较
有意思，以前只见过在树上跟在电
线杆上的鸟窝，还没见过在别人家
里做窝的喜鹊。

烟台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保
护科科长于培湖介绍说，喜鹊一般
都在春天繁殖季节开始做窝，但大
部分都会在树杈上和电线杆上做
窝，在居民楼防盗网内做窝可能是
因为就近赶时间产卵，也可能是楼
上房间长时间没人住。

“喜鹊是本地留鸟，跟其他候鸟
天南地北来回飞不同，它不大可能
携带易于传染的病菌。”于培湖说，
居民如果觉得喜鹊叫声扰人，想要
拆掉喜鹊窝的话一定不要选在它的
繁殖季节，因为喜鹊的老鸟容易进
行报复。现在只要在厨房前经常走
动喜鹊看见人的话可能就会弃窝而
去，明年再另寻地方继续做窝。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柳
斌 实习生 穆敏 ) 俗话说
孝顺子女比不上半路夫妻，在
老人节来临之际，本报将联合
烟台市夕阳红老年公寓、烟台
情意派婚恋服务中心推出“相
伴夕阳”大型公益相亲活动，45

岁以上单身中老年人均可免费
报名。

对于许多晚年丧偶的老人
来说，再次寻找—个生活中的
伴儿，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问题。然而，对于庞大的老年群
体来说，找个伴是多么不容易，
或是碍于面子，或是碍于交际
圈子，或是子女的反对，想找个
伴的想法一拖再拖。

在老人节到来之际，本报
联合烟台市夕阳红老年公寓、
烟台情意派婚恋服务中心共同
举办“相伴夕阳”大型相亲活
动，活动将于9月28日、9月29日
在烟台夕阳红老年公寓(楚凤
路5号附2号)举办。

本报“相伴夕阳”公益相亲
会报名从9月17日起，截止时间
为9月26日，报名免费。可通过
现场报名、电话报名及短信报
名三种方式进行报名。

报名的中老年朋友需保存
好个人编号，相亲会当天通过
编号找到自己的展板，查看其
他报名者信息。相亲会活动当
天，现场还会有精彩的歌舞表
演。凡是符合条件的报名者都
将获得一张40×60平方厘米的

信息展板，展板上将展示报名
者填写的个人相亲信息。

不要再碍于面子，不要担
心年龄问题，追求幸福的权利
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想为自
己再找个伴，尽快来报名吧。自
本报2011年举办第一届相亲会
以来，先后与东炮台公园、世茂
广场、红星美凯龙合作举办过
10多届针对年轻人的大型或专
场相亲会。不少有缘人牵手成
功。

因涉及财产分割、儿女反对等原因

单单身身老老人人想想说说再再婚婚不不容容易易
见习记者 朱文朋

“黄昏恋”对于
许多老年人来说虽
不是新奇事，但老年
人由于生活圈子小，
找对象方式单一，加
上婚后财产分割、儿
女反对等问题，使一
些想再婚的老年人
只能一拖再拖。单身
许久的市民张先生
向我们诉说了老年
人再婚的不容易。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于
飞 ) “学校门前正在修路，学
生上下学要走坑坑洼洼的土
路，很不安全。”近日，市民孙女
士反映，福山实验小学门前修
路，学生上下学很不方便。

在福山实验小学，记者
看到校门前的西山路有一段
用围挡封闭，学校就在中央。
中午放学的时候，学生排着
队从学校门口出来后，无法从
西山路上通行，只能从旁边的
一条土路上走。这条土路位于
居民楼之间，不仅坑洼不平，还
有一定的坡度。一些车辆也从
这条土路上绕行，由于土路太
窄，一有车经过，学生就要排
排站到墙角边上，给车辆让

行，激起的尘土，使孩子们不
得不捂住鼻子。

来接学生的家长说，孩子
从土路上走，坑坑洼洼的很容
易出问题，希望西山路能尽快
开通。“这么长时间的假期不修
路，学生刚刚开学就修路。路可
以修，但是希望施工单位能合
理安排时间。”学生家长孙女士
说。

学校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条路是最近几天开
始封闭的，但是施工之前，学校
并不知情，封闭后学生上下学
确实不太方便，每天大概有
1000多名学生从土路上走。

记者看到被封闭的西山
路，大概有1000米长，两端已经

封闭，仅能容一个人或者自行
车从围挡旁边经过，现场并没
有看到施工人员，也没有标示

施工单位。路边商家称，封闭之
前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要封闭
多久。

学学校校门门前前修修路路，，千千名名学学生生挤挤土土路路
因道路坑洼不平车流多，家长担心孩子安全问题

张先生家住芝罘区新海阳社区，今年64岁的
他，已经过了29年的单身生活。他说，婚介所、相
亲会他都去过，但想要找个自己中意的，确实有
点难度。

“不少老人找不到对象基本上是因为他们
所接触的圈子太小，就连我现在找对象都还是
要通过朋友介绍。”张先生说。

婚介所也是老人可以选择寻找相亲对象的
场所，但张先生说老年人去婚介所的并不多。

“在婚介所交了钱把自己的信息交上去，但
之后婚介所在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就没消息
了。”张先生说，老年人思想还是偏于保守，
不愿意去婚介所，觉得没有面子。

找对象
方式单一

中午放学，孩子们在土路中艰难行走。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一些老人
选择“走婚”

因子女反对生活圈子小

张先生说，自己的朋友有很多是加引号的再
婚，因为他们只是在一起，并不会领取结婚证。

“主要是涉及到财产分割、儿女反对等原因，
许多老人就不再领证，而只是单纯地在一起生
活。”张先生说，一旦涉及到财产分割以及儿女赡
养问题，老年人的关系就可能会出现破裂。

但张先生觉得“走婚”并不是长久之计。“平时朋
友就只是白天在一起生活，晚上各回各家。”张先生

说，也有搬在一起住的，但大多数也都并不长久。
“所以真正想找个自己满意，生活习惯以及

其他方面都跟自己合拍的真的是很难。”张先生
说，实际上老年人能在一起的走到最后的并不
容易。

“相伴夕阳”公益相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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