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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下午，薛城区永兴

小区内的6个孩子，通过摆

放在墙边的旧沙发爬上了约

1.5米高的墙上，手脚并用

地从宽度不到30公分的墙

面通过后，登上了旁边近两

米高的房顶，并在屋顶上玩

耍、嬉戏。他们中最大的不

过八九岁，最小的仅有两三

岁，整个过程都没有家长看

护。

（记者 杨舒 摄）

家住薛城区永泰花园的冯
女士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回
家，倒不是因为与家人有什么不
愉快，而是因为小区里宠物狗太
多，怕狗的她每天回家时都心惊
胆战。

冯女士在滕州上班，每天早
晚，都会徒步往返于家和小区门
口之间，但这段距离，总让她觉
得比在班车上的 1个多小时还
要漫长，而且心里总是特别害
怕。“小区里的狗太多了，随时
都有可能蹿到你面前来，太吓
人了。”冯女士说，她搬来永泰
花园五六年了，小区整体环境
整洁，让她非常喜欢。但是近
几年来，小区里养狗的越来越
多，也让她越来越怕走进小
区，“我小时候被狗追过，是那
种特别大的狼狗，还差点被它
咬了，所以我特别怕狗，尤其
是大狗。但我们小区，养大狗
的还特别多。”

冯女士认为，养狗本来是一
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很多居民
出来遛狗时，不拴狗绳，让她害
怕之余又有些担忧，“小区里不
管是养大狗还是小狗的人，很多
出门遛狗时都不拴狗绳，有的狗
遇到生人还会上前去闻一闻，狗
的主人却很少管，都是笑眯眯地
说‘没事儿、它不咬人’之类的
话。尤其是到了夏天，晚上会有
一些居民在院儿里乘凉，大家总

是聚在一起聊天，然后放任自家
的狗乱跑。有一次，我晚上回
家，看到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
也不知道是在打架还是玩耍，反
正是互相追着跑，突然那只大狗
就冲着我跑过来了，小狗也在后
面追着它。我当时被吓得‘啊’
的一声就叫起来了。好在它最
后在离我还有点距离的地方停
了下来，和后面的小狗扭作一
团，我就站在原地一点也不敢
动。直到狗最后跑远了，我也没
看到狗的主人。”

对于冯女士如此怕狗的行
为，养狗多年的常先生说：“我们
家就养了一只金毛，特别听话，
平时叫都很少叫，更别说咬人
了。因为从小养它就没拴绳，现
在如果出门给它拴绳它反而会
叫个不停，所以我们出门也不拴
狗绳，但会注意看着它，其实越
是大型犬越温顺，根本没必要害
怕。”对此，冯女士反驳说：“养狗
的人都觉得自家的狗很听话，不
会轻易伤人。但狗会乱跑，总有
主人看不到的时候，万一伤了人
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对于我
们这种怕狗的人来说，狗只要一
接近，我们就会吓得要死。所以
希望养狗的居民也体谅我们一
下，出门遛狗的时候尽量给狗拴
上狗绳。”

（特约记者 张潇艺）

小区狗狗多 出门总惊魂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如
果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大家互帮互
助，在需要的时候，也许邻居给出
的帮助比远在他乡的子女、亲戚来
得更及时。家住薛城区通晟小区的
居民马女士，在市中区上班，为了
照顾家人，她每天都要往返于薛城
和市中之间。工作日，马女士一大

早就离开家，到晚上天黑了才能回
家，除了一个月有 3天的休班时
间，其他时间都在上班，为了每天
回到家都能洗个澡，马女士习惯一
大早就给太阳能打水，可是往往为
了赶时间，忘了关太阳能上水的开
关。

“我上班，老公也上班，不过
好在老公单位就在家附近，所以就
算我忘了关水龙头，他中午也可以
回家关上。不过他有个习惯，一般
我中午不回家，他就在外面随便吃
点，也就不回家了。要是忘了关水
龙头，老公中午再不回家，我们家
的太阳能溢出的水就会流上一整
天。”马女士说，“说实话，我这人

马马虎虎的，经常忘事，为了方
便，我就和老公商量着，我们楼洞
的邻居可以建一个电话簿，大家有
什么事都可以拨打邻居的电话，不
论是提醒，还是呼救，我们都会第
一时间提供帮助。”

“俗话说的好，‘邻居好，赛金
宝’，居家过日子，谁家都有需要
帮助的时候，自从我们楼洞建了电
话簿后，大家都知道了邻居的电
话，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沟通感
情，忙的时候可以来句问候，有事
的时候也可以互相帮个忙，既增进
了邻里感情，又避免了一些麻烦甚
至灾害。”马女士的邻居黄女士说。

（记者 董艳）

17日下午，陈先生约刘先
生到薛城区海河路附近吃饭，由
于刘先生的女朋友想要喝粥，他
们便决定去科苑街上的一家粥
铺就餐。由于就餐地点的特色
就是粥，所以他们一行人一人点
了一碗粥。看着放在餐桌上的
消毒餐具基本没多大用处，他们
便让服务员退了餐具，打算喝粥
的时候，要个汤勺用用就行。可
在向服务员要汤勺的时候，服务
员有些不乐意地说：“没有汤勺，
要想用，打开消毒餐具就好了，
不过就算只用一个勺子，也会算
作使用了一份餐具，需要交纳 1
元的使用费。”服务员的态度和
店家的经营方式让陈先生他们
很难接受。

“我觉得店家的这种经营方
式就是在诱导顾客进行消费，也
许对大多数男士来说，喝粥不使
用汤勺无所谓，但对于一些女士
来说，喝粥的时候，汤勺几乎是
必备的。”陈先生说，“商家本着
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可以在店
内准备些一次性汤勺，哪怕是塑
料的也好，如果有人愿意使用，
可以免费提供给顾客。”

一个碟子、一个碗、两个杯
子、一个勺子，筷子也用纸质袋
子包起来。近来，不少餐馆都用
上了这样的“消毒餐具”，并向顾

客收取一两元的费用。在薛城
区海河路上的一家餐馆，当记者
询问得知消毒筷要收费时，要求
服务员换上免费餐具，却被告知

“没有”。餐馆工作人员解释说，
因为消毒餐具是从专业消毒公
司买的，“我们有资金投入，所以
使用就要付费。”

18日上午，记者又走访了
市中区的几家餐馆发现，目前此
种消毒餐具几乎成为了多数饭
馆里的常用品。免费普通餐具
多出现在小吃摊、早餐铺，稍有
点规模的饭馆，消毒餐具几乎成
为店家对顾客的强制“服务”。
当天中午，振兴路上一家餐馆
内，一进饭馆，服务员就热情地
招待记者坐下，刚坐下，消费餐
具就被放上了餐桌，记者以不想
用为由，让服务员将收费餐具撤
下，没想到，服务员却说：“消毒
餐具和筷子是一套，如果不使
用，那筷子也不能使用了。”之
后，服务员又补充道，店内没有
免费筷子可供顾客使用，顾客如
果想就餐，必须使用收费餐具。

采访中，“筷子、勺子应免费
提供给顾客”，代表了大多数市
民的观点。在多数市民看来，饭
店清洗消毒餐具产生的费用属
于经营成本的一部分，不该向顾
客收取餐具费。 （记者 董艳）

家住四季菁华的单先生和张女
士婚后由于婆婆的“热心介入”引发
了不少矛盾，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

“热闹”生活后，婆婆选择“放手”，与
儿子儿媳“分家”，不再干涉他们的
生活。“分家”后的单先生夫妇生活
恢复了平静，但生活的不易和家务
的繁琐也让夫妻二人体会到了老人
的一片苦心。

单先生和张女士是高中同学，
大学毕业后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两
人发展成了恋人，今年两人终于喜
结连理。婚后，张女士与婆婆的关
系一直很好。由于单先生夫妻二人
工作都比较忙，所居住的小区买菜、
购物等都不是很方便，单先生的母
亲便会趁着周末的时候来到家里，
帮他们打扫卫生，还买好菜存放在
冰箱里，这让张女士和丈夫格外感
动。为了方便婆婆随时出入，他们
还给了她一套他们新家的钥匙。有
了钥匙的婆婆来得更加频繁了，有
时候还会做好饭菜等他们回来吃。

没过几个月，张女士就因为婆

婆的“热心”与丈夫之间闹了不少矛
盾。张女士回忆说，她和丈夫一直
很感谢婆婆为他们付出的一切，但
是两代人生活习惯的不同让张女士
总是感觉有些不自在。他们夫妻俩
总是习惯把每天换下的衣服和毛巾
堆放在阳台的置物筐里，等周末有
空的时候再一起洗，但是婆婆却“看
不惯”，总是会一边收拾卫生一边

“提醒”张女士换下的衣服要及时清
洗。有一次张女士下班后买了汉
堡、炸鸡等快餐准备晚上和丈夫一
起吃，但已经做好了饭菜的婆婆看
到后，却开始细数快餐的没营养、不
健康，这让张女士感到很委屈，觉得
婆婆是在数落自己，于是就跟丈夫
抱怨起来。时间久了，不忍频繁抱
怨的单先生终于爆发了，和张女士
吵了一架，闹得两人心里都憋着
气。当婆婆知道了他们吵架的缘由
后也感到十分的委屈，偷偷流过泪
后就将钥匙交还给了儿子儿媳，并
提出“分家”，以后各自过各自的生
活，他们夫妻二人周末再去家里看

望父母。
没有了婆婆的“帮忙”，夫妻

俩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面
对繁琐的家务，张女士也感受到了
婆婆的辛劳。夫妻俩又都不怎么会
做饭，“凑合”了一段时间以后，
两人都格外“怀念”母亲为他们准
备好的饭菜。

这不，张女士和丈夫就商量着
周末买些饭菜并带着家里的钥匙去
婆婆家过周末，感谢婆婆对他们的
帮助，并表示了对婆婆的歉意，希
望得到原谅。婆婆听到他们的话后
边抹眼泪边说：“我也是希望你们
俩过得幸福、过得舒心，只要你们
能理解我的心，好好过日子我也就
放心了。”

如今婆婆虽然又有了钥匙，但
也很少再登门了。“现在我们之间的
矛盾都化解开了，关系也比以前更
好了。婆婆还是不愿来我们家，我
和老公只能多抽些时间去婆婆家看
望她了。”张女士幸福地说。

（记者 杨舒）

热心当“保姆”小两口闹矛盾

婆婆一片苦心分家后才懂

没事问个好 有事帮大忙
我们楼有个公用电话簿

下水道被堵，水龙头忘了关，家里走水了，遭小偷“光

顾”……类似的“意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

邻居之间熟悉了，也许一个电话，就能省去许多烦恼，节

约更多资源，也避免了财产的损失。

喝粥想用勺？得交1块钱！

店家免费餐具哪儿去找

喝粥想用勺子，却被告知没有，要想用就用包装好的

消毒餐具。日前，家住薛城区的陈先生就说起了这样的一

件烦心事，到一些餐馆就餐，餐馆不提供普通碗筷，变着法

儿地让顾客使用消了毒的无菌包装碗筷，如果使用，餐馆

就可以收取一元的碗筷消毒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