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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中区齐村镇南园社区的居民徐先
生介绍，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警示牌已经安
装数月了，但是不少图省事的司机仍然对路
旁的禁行标志视若无物，每天仍有各种各样
的机动车辆从此通过。“现在这个禁止通行
的牌子根本没人把它当回事，这个标识牌压
根就是形同虚设，真担心哪天有辆车从这儿
经过就把桥给压塌了，再出什么事。”徐先生
说道。

根据徐先生介绍的情况，记者赶到了危
桥所处的齐村镇南园社区。在现场，一座宽
约 4米，长约 20米的石板桥映入记者眼帘。
桥下是汩汩的河水，河水虽然不深，但是水
中却有大大小小的石块、垃圾等杂物。或许
是因为年代久远，古桥的两侧并没有围栏和
扶手，代替围栏、扶手的是桥两边生长茂盛
的野草，这些野草有不少已超过半米高。

在这座古桥上走了两趟，记者清楚地看
到不少石板之间已经有裂缝，其中较大的一
处裂缝约有一个手掌那么宽，裂缝中间还卡
了一块石头。古桥的桥面已经被车辆轧得
坑坑洼洼，车子在上面也只能颠簸着通过。

看到记者拍照，一位老先生便指着桥告
诉记者：“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王沟大桥，很
早很早之前就有了，好像得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了。你看桥面上有些凹坑，那都是以前马
车的轱辘轧的。解放前这个桥还是一条主
要的交通要道，从西集去济宁都要经过这
儿。后来渐渐的这里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
依旧有很多人从这里走。”

对于桥两边没有围栏、扶手的问题，这
位王老先生介绍：“从我记事起，这个桥就没
有扶手。我们这儿也没有路灯，桥就四五米
宽，经常发生行人落下桥掉进河里的事故。
有时候是连人带车一齐掉下去。但奇怪的
是，掉下去的人都只是受伤并没有造成死
亡。我记忆中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就是掉下
去的人胳膊摔断了。有的人福大命大，掉下
去喝两口河水什么事也没有就爬上来了。”

当记者向王老先生询问桥两头禁止通
行警示牌的事情时，王老先生摇着头说：“不
行啊，有些司机素质忒低，胆子也忒大。就
这么个破桥，人家都标明了是危桥他们竟然
还敢大车小车地往上面开，也不怕出事。”据

王老先生介绍，这个警示牌竖立大约有3个
月了，但是这 3个月以来，桥上机动车辆通
行的状况根本没有因为这个警示牌而有丝
毫的减少。

在采访的近半个小时里，记者细数了一
下竟有8辆车从该桥通过，其中一辆是中型
货车。还有一辆小型奥拓车踉踉跄跄地开
到桥上，由于桥上的路面早已经坑洼不平，
开到桥中间时，一侧的车轮嵌到石头缝里，
车还熄了火，只见车主打起火，猛地踩了一
下油门，由于车轮嵌到石头缝中，车辆开出
后出现了打滑的现象，并且车子向桥的边缘
滑去，险些坠入河中，记者在一旁也不禁为
司机捏了把汗。记者还注意到，一些骑电动
车的居民经过此处时，双手紧握车把，当骑
到桥面中间，车子左右摇晃时，有的居民干
脆双脚着地以便能够保持平衡。

随后，记者拦下了一位从桥上路过的司
机，该司机表示早就知道这座桥是危桥，而
且也看到了桥头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警示
牌，但是由于走这座桥是最近的路程，如果
不走这条路从北边绕行的话至少要增加20
分钟的时间，而且来来往往从此处经过的司
机也不是一两个，应该没有什么事。“况且牌
子竖了也有几个月了，别人都没出过事，那
么一座百年老桥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就塌
了？我也不能碰上这么倒霉的事吧！”该司
机如是说。

据了解，距离这座危桥不足百米就是齐
村镇中心小学。对于此处危桥禁行，齐村镇
中心小学的冯老师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大
部分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他们上学的
时候都会从这座桥上经过。但是以这座桥
现在的情况，我们也十分担心学生的人身安
全。学校在放暑假之前也已经连续发了 3
封‘致家长的一封信’，让家长多多留意孩子
们通过这座桥时的情况，谨防学生掉落河中
溺水、受伤。但是如果不让学生从这座桥上
走吧，他们就会绕路，在路上要多花50分钟
的时间。所以还是希望有人能够重视这个
情况，要么抓紧时间修桥，要么制定一个切
实可行的计划，不要仅仅摆放一个禁止通行
的牌子了事。”

（记者 刘一单 苏羽 文/图）

18日上午10时，记者走访市区各医院
时发现，由于天气炎热，医院里热伤风患者
明显增多。在市立医院偌大的注射室里，
记者看到这儿挤满了人，而且多数是老人
和小孩。

记者了解到，由于最近天气炎热，在家
中多数人空调温度设置在 26℃左右，在室
内室外温度相差约 10℃的环境下，老人和
孩子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热伤风。
医生指出热伤风症状一般为咳嗽、头痛、恶
心、流鼻涕、喉咙痛、全身酸痛等。

采访中，抱着孙子来医院打针的李女
士表示，她跟老伴一般不怕热，在家也很少
开空调，最热的时候开个风扇就行了。但
孙子就受不了热，进门就对着空调吹。本
来满头大汗的，这一吹就吹出事来了。吹
完风的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孙子还没起，并
说自己头晕难受，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患

上了热伤风。
在医院注射室里，市民刘先生愁眉不

展地说，他们一家四口，三个人都得了热伤
风，“外面天气那么热，我回到家就赶紧开
空调，由于晚上忘了关，一夜的工夫，三口
人都得了热伤风。我很后悔，两个孩子的
免疫力本来就比较低，她妈妈身体也不是
很好，现在我每天奔波于医院和单位，真是
忙不过来。”刘先生说。

市立医院的李医生提醒市民，当我们
汗流浃背时，不能急于凉快而用凉水冲洗，
一定要用温水，而且洗完后不要对着空调
直吹。患热伤风后，少吃油腻的东西，多吃
些清淡的食物，一定多喝白开水，加速毒素
的排解，最重要的是多做运动，多出些
汗。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种冰雪）

在闷热的环境下，家中储存的米、面、
绿豆等粮食就容易生虫。为了避免粮食生
虫，勤劳的主妇往往习惯将家中储存的粮
食时不时地拿出来晒晒，有的家庭可能会
选择在自家阳台上晾晒粮食，当阳台没有
地方时，也会拿到楼下地面上晾晒。

晾晒粮食对于一些农村家庭来说，可
能随便找块地就能晒，可对于居住在城市
里的人来说，在楼下地面上找块地晾晒粮
食却不太容易。近日，薛城区福田小区的
居民陆女士就因为晾晒家中储存的粮食和
邻居发生了口角。

据陆女士介绍，上周六休班在家的她
看到厨房里的米面有点受潮，担心生虫，陆
女士就将米面搬到了楼下，想在空地上随
便找块地晾晒一会儿。“那天早上我洗衣服
了，阳台上晾满了衣服，所以我才选择去楼

下晾晒的。”陆女士说，“我家楼下有一处稍
高点的路面，很适合晾晒粮食，看路面没人
使用，我就找来一个大的方便袋铺在米、面
的下面，刚把米、面倒在方便袋上，一楼邻
居就从家里走出来，说什么也不让我晒。”

“我本打算和邻居商量下，就晒一会儿
也不会占用多长时间，再说了，这个地方现
在又没人用，我用下应该不为过吧？本想
着就这点事儿，和邻居商量下就好了，谁知
道邻居怎么也不答应，说是她要晾衣服。”
陆女士说。看商量不成，陆女士有些郁闷，
瞬间脾气上来了，越想越气愤。“居民楼下
窗前空地本来就应该是大家的，使用权应
该为大家所有，为何她家住一楼，地面就变
成了她家的了，真是不可理喻。”陆女士
说。

（记者 董艳）

禁行已仨月 仍有司机“铤而走险”

他们通行最近的路 是一座危桥

一座据说是清朝末期建造的一座据说是清朝末期建造的
石板桥在历经了百年之后仍然在石板桥在历经了百年之后仍然在
““坚守岗位坚守岗位”，”，高龄服役高龄服役。。就在几就在几
个月前个月前，，这座位于齐村镇南园社这座位于齐村镇南园社
区的王沟大桥被区的王沟大桥被““判判””为危桥为危桥，，在在
这座桥的这座桥的两头都竖立着“‘危桥’
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警示牌。
但仍然有部分车辆在此穿行，对
桥头的警示牌视若无物。

医院里 热伤风患者增多
“罪魁祸首”是空调

◎

窗前空地被霸占
找地晒粮引口角

18日，市中区光明广场南面舞
台附近，一位维修工没有任何的安
全措施就爬上高高的铁架上修理机
器。下面游玩纳凉的市民都仰头望
着这位师傅，为他捏一把汗。

（记者 刘一单 摄）

“赤身”上阵
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