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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下午 3点，记者赶到
该处时，远远地就看见文化街
石门的东侧，摆放着八个体型
较大的垃圾桶，周围散落着不
少垃圾，两只黑色小狗在其中
搜寻着。在记者观察期间，不

时有拎着蛇皮口袋的人拿着一
件工具在垃圾桶中翻着什么，
将垃圾桶都翻过一遍后，地上
的垃圾又多了不少。

据文化街入门处一店主介
绍，垃圾桶放在此处已经有段

时间了，基本上整条街商铺的
垃圾都往这倒，但有些人在倾
倒时嫌垃圾桶太脏，不想靠
近，就将垃圾袋扔到此处，再
加上有拾荒者“捣乱”，所以才
会散落了这么多垃圾。“无论怎

么说，好歹也是一条文化街
道，不该将这几个垃圾桶摆放
在大门这个地方啊。”这位店主
说道。

文化街入口八个垃圾桶“迎客”

晚报讯 （记者 王龙飞） 近
日，连续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反
映，市中区文化路铁道口处有一
深坑，不少行驶至此的车辆因避
让不及纷纷陷入其中，甚至还会
出现一些刮蹭底盘的情况。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对其修复，在
减少车辆磨损的同时，也防止一
些因驾驶员为躲避该坑急打方向
盘而造成的严重后果。

道口现大坑
市民盼修复

一排垃圾桶迎客 街内“文化”店铺稀缺

文化街名不符实盼“正名”

近日，市民孙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称在薛

城区永福南路的薛国

文化街门前摆放着数

个大型垃圾桶迎客，另

外虽名为文化街，相关

商家却很少。对此，孙

先生表示出了自己的

疑义。接到电话后，记

者于13日赶往现场了

解情况。

了解完文化街门前的情况
后，记者沿着道路往里走，在
离大门不远处的位置，右手边
是数家饭店，左手边则是一些
超市、理发店等小型店面。继
续往里走，店铺的种类则更为
杂乱，有卖渔具的，经营粮油
的，还有一家电动三轮车维修
店将待维修的三轮车摆放在了
道路一侧，将道路占去了将近
一半的宽度。

步行了大概 5分钟，记者
终于在右手边发现了一家没有

店名的门面，其玻璃上仅仅写
着裱画二字。记者随后向该店
的一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据
她介绍，他们以前在别处经营
裱画生意，三年前得知此处建
设文化街后，就慕名将店面挪
到了这个地方，但来到此处后
却发现这条街上并没有太多与
文化相关的产业，几年经营下
来，生意反倒比以前差了不
少。“既然打出了文化街的名
号，按说应该将这条街的文化
氛围搞起来，就算是经营古玩字

画的比较难聚拢，但最起码也能
请一些花鸟鱼虫的经营者吧？”
该工作人员随后说道：“原来这
条街还有一家卖玉器的，可经
营了一段时间后也挪至他处，
所以现在这条文化街对我们而
言仅仅是一条普通的街道而
已，基本已经失去了文化的意
义，但就算这样，我们还是会
再坚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
还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给予一
定的指导，将该街道打造成一
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而在该

裱画店的南面，有一家较小的
店面，只不过其双门紧锁，单
从表面上观看，该店的生意也
是一般。

在记者对该街了解完情况
后发现，该文化街不少门市房
仍处于空置状态，而其他的有
些店面则连个招牌也没有，据
其中的一家店主表示，他们只
是看到此路段房租便宜，等到
余货清理完毕后，他们便会离
开此处。

文化街内饭店杂货铺成“主力军”

了解完该街道的表象后，记
者找到了设在该文化街内的薛
城区常庄镇立新社区的相关负
责人，对于这条文化街，他说道：

“我也不是直接的负责人，按说
现在的房屋没有完全售罄，所以
这条街道的管理方还是应该属
于该文化街的开发部门。”

问及当初建设这条文化街
的目的，该负责人只是从字面上
给记者如此解释道：“当初在老

薛城区电影院周围有一些售卖
玉器、书画、古董之类的小摊，想
必建设时是想将这些小商贩们
聚集在一起。”

该负责人说，该文化街建设
之初，当时一共有三家从事与文
化相关的店面，后来其中一家经
营玉器的搬去了徐州，所以目前
就只剩下如今的两家。如今整
条街的房屋出租率大概为30%，
近些年新增的店铺寥寥无几，目

前正在营业的店铺也在不时地
向外转让。

说起文化街为何至今仍未
成规模，该负责人说一方面可能
与该文化街所处较偏的地势有
关，而另一方面还是需要政府加
大引导力度，并给予从事相关文
化产业的店面相关的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这样的店面进驻。

随后，对于文化街门前垃圾
桶的问题，该负责人解释说其只

是暂时放在此处。“原来有一地
埋式的垃圾桶，因创卫生城时
不允许使用，后改成目前所见
的垃圾桶。但当时园林部门在
设计时有个失误，没有预留出
放置垃圾桶的地方，所以目前
只是先将其暂时放在此处。”该
负责人接着表示，近期已和有
关部门进行协商，争取尽快将此
问题解决。

社区负责人：政府应该加大指导力度

晚报讯 （记者 王龙飞）前段
时间，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
映，位于德仁北路与光明西路交界
处北面的红绿灯不知因何被撞歪，
希望本报记者能够联系有关部门对
其进行修复。13日，当记者再次
途经此处时，发现该“歪头”红绿
灯的铁杆已处于正常位置，原被撞
坏的左转向灯也已修复好，来往的
车辆十分有序地按照红绿灯的指示
行驶。据一位宋姓的驾驶员说道：

“红绿灯修好了，行车更有秩序
了，驾驶员也有了安全保障！”

“歪头”红绿灯
已被扶正

晚报讯 （特约记者 王雪
纯 王辉）本报新闻热线接到市
民王先生反映，滕州九州清宴小
区西门外的慢车道上经常有车
辆不按划好的停车位停车，有的
甚至停到了绿化带上，严重影响
了小区车辆的出行。

11月 13日，记者来到了王
先生所反映的九州清宴小区的
西门，看到门前的慢车道上横七
竖八地停满了车，大多数车辆都
没有停在有关部门用白线划的
停车位内，本来就拥挤的道路变
得更加拥挤。小区居民李女士

告诉记者，小区内车辆较多，到
了晚上，很多车都没地方停。李
女士说：“一些车主将车随便停
放，完全不顾他人，希望小区居
民能加强自身的素质，也希望有
关部门能加强治理能多增加一
些停车位。”

同样的情况也在滕州市汇
龙和谐康城小区和幸福北区上
演。在和谐康城，市民往往能发
现停在绿化带中的车辆。小区
物业在绿化带旁边钉下桩头，防
止车辆乱停，但仍有一些车主想
方设法挤进绿化带，找到“绿色”

车位。租住该小区房屋的陈女
士说，她住的那栋楼，门口道路
比较狭窄，有住户为了把车停在
楼下，三分之一的车身都停在旁
边花圃里，“天天都有人这样停，
停车的地方花草都死掉了。”

记者走访幸福北区时发现，
乱停车现象也不少见。有的车
主图方便，随便一停，一车占两
位，导致停车位减少。还有的车
主临时找不到车位，横在别人的
车后，导致他人无法取车。

“乱停导致车子出停车场的
时候，很容易发生刮擦事件。”幸

福北区的一些车主说，“有些车
主晚回家，因为没有车位，就直
接把车停在停车场的转弯处，车
子停在没有车位的路边也是能
够理解的，但至少要尽量往路边
靠，不要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
行。”

记者走访发现，也有不少小
区车虽多，但在业主的自觉维护
下，小区停车十分规整，毁绿现
象鲜有发生。文明的停车行为
不仅减少车位的浪费，更能使全
体住户出行顺畅。

有的停绿化带 有的不按规划停

小区乱停车惹居民不满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寇光）自
8日本报报道了《过泰山北路 你
得多留心》的报道后，没过多久便
有市民打来热线称路面已经修复平
整。记者在 15日上午来到现场后
发现，两道沟壑的痕迹虽然还存
在，但是已经被填平，过往市民走
到平坦的道路上纷纷表示，再经过
这里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被吓到或
者摔倒了。

沟壑已填平
路人放心走

■ 记者 王龙飞 摄影报
道

鲁南在线网友:滕州市翠湖天
地小区内食品经营户（副食、鲜奶
吧、奶粉店还有儿童书店）无证经
营该谁管？请有关领导给予消费者
一个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答复(滕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11月13日，接到“枣庄市
民意通”转来《关于翠湖天地小区
内车库业户无照经营》的投诉后，
我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翠湖天地小
区进行检查，对该小区内的所有经
营户进行逐户登记，并依法对其门
头字号、经营场所进行拍照取证。
经查，投诉人举报的内容属实。

一、经营场所：
该小区有五排楼房一层为地上

车库。除第五排东首的薛某某经营
的便民超市为正常的门市房外，其
余16家均利用地上车库进行经营；

二、证照情况：
该 17 家 经 营 户 均 为 无 照 经

营；按照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执法人员对以上17家经
营户下达了责令改正，责令其立即
停止无照经营行为 （停业整顿），
并在法定的 15 日责令改正期限内
改正无照经营行为。

食品经营户
无证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