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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记者来到东花
沟大桥，正如王先生所说，有许
多人正拿着渔具在河里捞鱼。
他们穿着短裤，看到有大一点
的鱼，就会将它们捞起，靠近岸
边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已经死
掉的小鱼。“大鱼早被下药的人
捞走了，剩下这些小的他们就
不稀罕了。”据知情者介绍，现
场捞鱼的人都是后来的，药鱼
的人一般在深夜或者清晨行
动，趁没人时往水中下药。

“早上路过这儿，听说河里

被人下了药，就过来看了看，发
现水里翻着白肚的鱼还真不
少，就立刻回家拿渔具捞鱼
了。”现场捞鱼的一位市民对记
者说。“大桥北面河水较浅，没
有什么大鱼，大桥南面的河里
鱼大，最大的鱼有七八斤重，有
几个人一共捞了1000多斤。”

是何人下的药，药的鱼用
来做什么？一位正在捞鱼的市
民告诉记者，他也不清楚是什
么人下的药，只知道前两天在
此捞鱼的人更多。“主要还是拿

到市场上卖，因为一两家人根
本吃不了这么多鱼。”

记者在岸边还看到了一个
农药瓶子，瓶内已没有了药
水。“这就是用来药鱼的药。”一
市民告诉记者。记者在瓶子上
看到，上面写着：天王赛丹、硫
丹等字样，属于乳油型杀虫
剂，200毫升，高毒，主要用于
棉花和药草等作物。“高毒农药
药的鱼能吃么？”记者问，“应该
能吃，许多人都吃过，没事。”一
市民说。虽然这样，仍然有部

分市民称，药上来的鱼他们不
敢吃，同时他们认为，药鱼不仅
对生态环境有影响，对河水也
有很大的污染。

据了解，每年河水少的时
候，都会有人在此河道药鱼。
拨打本报热线的王先生称，在
河里钓鱼未尝不可，可是下药
抓鱼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应该得到制止，希望有关部门
尽快制定措施，避免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

东花沟大桥下有人药鱼
市民称影响生态平衡应制止

■ 记者 刘豹 马帅 实习生 陈思雨 摄影报道

“这几天，疑似有人在河里下药，跟着冒出了大量‘捡漏’的捕鱼人。”近日，市民王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反映，市中区西王庄乡东花沟大桥下面有人药鱼，引得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捞鱼。

根据王先生的反映，记者
来到位于光明东路上的东沙河
大桥，在大桥的南侧非机动道
上停着几辆机动车，在记者采
访期间不时有车辆停入或是驶
出。在桥面上依稀可见划好的
停车线。“这附近有个酒店，
酒店门前没有地方停车，旁边
的锦龙巷路面较窄，停车易导
致堵车，而大桥上的非机动车
道宽阔，所以很多车辆都停在
桥面上。有时候酒店生意好的

时候，或是接喜宴的时候，这
个桥面停得满满当当都是车，
横着停一排，竖着再停一
排。”附近居民说道。

据介绍，酒店承接喜宴的
时候，附近会停满车辆，仅能
留一条小道给非机动车行驶。

“不光非机动车要排着队走，
停在这里的车想开走也是个麻
烦事。桥面路沿石上的几个大
花盆，有几个已经被撞得东倒
西歪，多半是停在这儿的车撞

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大花盆
直接被撞到了机动车道上。”
一位附近居民说道。“桥面承
重也是个问题啊。”另一位路
人接着说道，“桥面上停了十
几辆车，那就是十几吨，时间
长了对大桥也有损害啊。”

在采访中，大多数市民认
为桥面不能停车，并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及时治理。记者随后
上网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

实施条例中第六十三条规定机
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一）在设有
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
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
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
车；（二）交叉路口、铁路道
口、急弯路、宽度不足 4米的
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
距离上述地点 50米以内的路
段，不得停车。

惊！桥面竟成“停车场”
密集停放车辆，让人担心桥梁安全

■ 记者 李帅 摄影
报道

近日，家住市中
区的王先生拨打本报
热线反映，光明东路
东沙河大桥南半部分
非机动车道上经常停
满机动车，俨然成了
一个停车场。王先生
说，他每天都会骑车
经过这里，每次经过
这里都能看到桥面上
停着机动车，少则一
两辆，多则十几辆。
他觉得在桥面上停车
有些不妥。

晚报讯（记者 李帅）“亚细亚
红绿灯西北角人行道上有四个地
钉，不知道留着干什么用的，常有人
被绊到，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也想让
你们报道一下。”10月20日，市民赵
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称，他被此
处的地钉绊到了，所幸自己反应迅
速，才没有摔跟头。在此提醒大家
经过这里时要当心。

2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亚细亚
路口，在西北角的地方找到了赵先
生所说的四个地钉，这四个地钉位
于人行道中间位置，紧挨着一个柱
子，每个地钉都高出地面五公分左
右。在现场记者发现这四个地钉应
该是为了以后设置东西而事先预留
出来的。天黑以后，行人很容易在
这里绊倒。而在电话中，赵先生告
诉记者，就是因为赶车，没留意脚下
才被绊了一跤。

在附近居住的一位老人介绍
道，这个地钉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
了。老人说，“这四个地钉看样子是
做固定用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发挥
作用，最好还是请有关部门把地钉
给封存起来，用东西给罩上，或是设
置一些提醒标志，这样就不怕再绊
倒行人了。”

此处有地钉
行人要当心

晚报讯（记者 杨舒）10月 20
日，家住高新区的张先生致电本报
热线反映，光明大道通往高铁站方
向，祁连山路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
缺失了很多的井盖。他曾见到过一
位骑摩托车的市民因井盖缺失而摔
得满脸是血。井盖缺失的情况出现
已经近20多天，他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积极协调、解决此问题。

次日，记者从光明大道出发，顺
着祁连山路，步行到达高铁站。近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一路发现
了七处存在安全隐患的窨井盖，这
些井盖有的高出地面 5厘米左右，
有的不见了踪影，有的翘起竖在井
口，还有的被车辆碾压而严重破
损。这些有问题的井盖多为绿色、
塑料材质，与常见的水泥或金属井
盖相比略显“单薄”，同一路段上的
水泥井盖和金属井盖都完好无损。
路上行人不是很多，非机动车道上
的市民骑车速度较快，很容易被这
些“陷阱”伤害到。

途中，一位正在为花木浇水的
工人介绍，他们属于薛城区兴仁街
道，但缺失的井盖归哪些部门管理，
他也不是很清楚。

在此，记者呼吁相关责任部门
和单位，尽快对这些问题井盖进行
补齐和完善。

井盖“千姿百态”
马路陷阱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