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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下午，记者来到该
路段。记者略微数了一下，
短短 500 多米的距离内共有
足疗店近20家，尤其是在该
路段的南面，接连有数个相
连的店面。众足疗店的店名
也充满了“暧昧”之意，店

门玻璃上的服务项目除足疗
外，还包括按摩、推油等其
他服务项目。记者赶到此处
时为下午 3 点，个别的足疗
店还未开门营业，其中有几
家足疗店直接以店为家，穿
着 T 恤、短裤等贴身衣物在

店内的沙发上睡起觉来，门
外铁路护栏间的绳索上还挂
着尚未干透的内衣裤。记者
走访期间，来往的不少男性
路过此处时，视线均不自然
地转向了足疗店中。其中连
不少学生模样的孩子们，对

屋子里也是充满了好奇，路
过此处时，也不时地对沿街
的足疗店进行“观察”。下午
5 点半，一部分足疗店的店
员们开始在店内梳妆打扮起
来，此过程更是吸引了众多
路人的目光。

短短五百米 近二十家足疗店

沿街足疗店 市民看不惯
■ 本报记者

进入夏日以来，本报陆续接到数位市民打来的热线电话反映，每到晚间，路过市中区

中兴路对面的足疗店时，偶能看到有衣着暴露者坐在店门前，引起了很多小区居民和学生

家长的不满。近日，针对市民所反映的情况，本报记者对足疗店的外围情况进行了走访调

查。

5 日晚上七点半，天色
刚变暗，众多足疗店内的店
员们便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只见多数足疗店内的按摩技
师们纷纷浓妆艳抹，或坐在
沙发上看手机，或站在门前
看着过往的路人。对于众人
投来的各种目光，这些按摩
技师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记者走访期间，更有个边足

疗店的按摩技师干脆坐在了
店外，其性感的穿着以及妖
艳的妆容，夺得了不少的回
头率。该路段上的足疗店从
晚上 7 点开始，一直营业到
凌晨 2 点左右，其间来此处
消费的人们将车停在路边，
将本就不宽敞的小道挤得仅
能容下一车通过。

对于该路段上的众多足

疗店，经常路过此处的市民
早已熟知，人们更习惯将此
路段形象地称为“足疗一条
街”，是许多人的休闲放松之
处。但因足疗街所处的位置
周围有数个小区，所以也惹
来不少市民们的厌恶。据其
中一位拨打本报热线的张先
生说，虽然目前尚不知这些
足疗店的服务项目是否合

法，但毕竟是在这人口密集
的居民区，来此的人鱼龙混
杂，直接导致了周围居民安
全系数降低。此外，居民们
反映更多的则是多数按摩技
师的穿着打扮问题。“如果是
正规的足疗店，提供正规的
足部按摩服务，那为何还需
如此穿着打扮呢？”

按摩技师衣着性感 引众人目光

而对于众技师们性感的
衣着更为反感的，则是一些
中学生的家长，足疗街距离
省重点中学三中东校的直线
距离也仅为百米，学生们已
放暑假，但无形中更增加了
学生党们的流动性。另外，
鉴于如今众多网络聊天工具
早已被学生党们熟练使用，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在用聊天

软件搜附近人的过程中若搜
到这些按摩技师，孩子出于
好奇会主动跟这些“按摩女
郎”搭讪。听完孩子家长们
的话，记者在足疗街处，也
试着用其中一款聊天软件对
附近的人进行搜索，果然发
现在距离最近的人里，出现
了一名为尚雅阁的用户，在
与其交谈中，对方承认是该

路段中一足疗店店主，并在
交谈中一再请求记者去其店
内消费，但言语中并未出现
挑逗性言语。但记者在足疗
街附近走访时，却听到有人
说，每当路过此处时，个别
店内的按摩技师会跟路人打
招呼。

采访过程中，对于该
“足疗一条街”，大多数市民

提及此处时均表达了自己的
不满，认为有关部门首先应
该审核这些足疗店的经营项
目以及手续是否合法。其
次，即使其手续合法，但在
众人眼中一如此“香艳”的
娱乐场所，也不应该坐落在
居民区中，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重新规划区域，将此类娱
乐场所挪至远离学校的位置。

足疗街地处居民区 家长担心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晚报讯 （记者 马帅 实习生 张一
鸣）枝繁叶茂的行道树，将路口的信号
灯遮了个严严实实，行人、司机想通过
路口只能跟着感觉走。近日，有不少市
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龙头西路与西昌
中路交界处东西走向的信号灯被行道树
遮挡，给行人和司机带来困扰。

5日上午十时左右，记者来到龙头
西路和西昌中路的交叉口看到，街边茂
密的行道树可谓“遮天蔽日”，西昌中
路西侧的一组信号灯，掩映在枝叶中。
当红灯亮起时，只能从树叶中隐隐约约
看到闪烁的几点红光；而绿灯亮起时，
灯光与周围树叶的颜色混在一起，很难
辨清。记者注意到，路口自东向西行驶
的车辆受影响较大，不少车辆半个车身
已经越过了停车线，司机才发现红灯亮
起，匆忙刹车；而绿灯亮起数秒后，司
机才犹犹豫豫地向前挪。

信号灯被遮挡，司机看不清信号灯
变化很是无奈。对此，经常从这里开车
经过的刘先生道出了自己的“诀窍”，

“跟在别的车后边，人走我走，人停我
停。但这个办法也并非绝对保险，有一
次我就是跟车跟得太紧，结果跟着前车
一起闯了红灯。”刘先生说，挨罚是小
事，发生事故就麻烦了。而司机赵先生
则表示，路口有人过马路肯定是红灯，
自己就停车。“不过要是碰到不按交通
规则过马路的行人，自己也没了谱。这
时不管是看车还是看人，都是跟着感觉
走。”赵先生说，“因为看不清信号灯，
自己上个月已经闯三次红灯了，如果没
有要紧事，以后还是会绕开这条路，哪
怕多走一些路也不愿意猜信号灯过马路
了，因为这个原因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
烦。”

赵先生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尽
快处理这个问题，对行道树进行一定的
修剪，让信号灯早日重见天日。

大树遮挡信号灯
司机跟着感觉走

手机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的伤害
许多人遇到手机没有电时，因怕耽误电话的打入，经常

开着手机充电。殊不知，如果在开机充电时，不进行任何的

手机操作是不会影响手机寿命的。但是，若是接打电话、发

短信、上网下载彩铃、彩信、玩游戏，则会对手机、人和电

池造成伤害。

据分析，手机充电时的电压高于待机时，若同时进行接

打电话等操作，在通话或连接网络的瞬间电压会超过平时很

多倍，易使手机内部敏感而繁复的零部件受损害，从而导致

手机频繁维修。其次，充电时的辐射也数十倍于平时．会对

人体造成损伤。此外，由于电池使用寿命是按充放周期来计

算的，所以，充电的次数直接影响着手机电池寿命。若反复

拔插电源会使得电池因反复的放充电而减少寿命。因此手机

在开机状态下充电时，最好不要做接打电话等操作。

用精油最好别超过5滴
忙碌了一天，拖着乏力的身体回家，很多人会在沐浴时加

入精油来缓解疲倦，尽管精油是从天然植物中提炼出的精华，
但天然并不代表对健康无害。

精油浓度很高，能很快由皮肤渗透到体内，进入血液循
环，而每个人的体质是有差异的，有时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的
身体反应。如玫瑰精油能软化皮肤，一般不会造成过敏，但如
果皮肤处于敏感期，用玫瑰精油也可能使皮肤出现红点。柠
檬精油虽然有美白作用，但精油中的成分与阳光接触后会产
生“光毒反应”，在体内经生物转化产生毒性从而令皮肤过
敏。所以，使用精油时应特别慎重。

一般的精油说明书都要求用量在“1～3滴”或“3～5滴”，
但有人为了效果显著总喜欢多滴一些，殊不知，过量使用精油
可能适得其反。如泡澡时滴 5滴薰衣草精油，可做安眠的睡
前浴，但是如果滴入了10滴以上，它就变成了兴奋剂，让你整
晚也别想睡着。天竺葵精油在情绪暴躁时使用，有安静镇定

作用，但用多了，反而会给情绪“火上浇油”。
此外，有些精油过度使用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在薰

衣草单方精油中，醋酸沉香醇和沉香醇两种成分占88%，而醇
类与酒精一样，过量使用会对肝脏造成损害，导致肝功能下
降、交感神经过分受压制而麻痹，表现为血压上升等症状。此
外，如果将单方的精油直接涂抹在身上，还容易灼伤皮肤，使
皮肤发黑。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精油时也要注意通风，别以为将香
气关在密闭空间就是对身体最好的帮助，如果空气不流通，不
仅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连身体都容易感到不适。

(本栏目由市科协、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

要吃出故事来。但在这个燥热的夏
日，面对满桌的油腻荤腥似乎要产生味
蕾逆反，很容易得厌食综合症。在盛夏
之际，清清爽爽地来点神清气爽的养生
粥、香甜适中的小点心、冰爽可口的凉
品，可谓吃出健康又清凉的夏日美食。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为酷暑难耐的您精心
推出“冰爽一下”特色餐品，酸梅汁、
芦荟西米露、冰糖雪梨银耳汁、西瓜
汁，在炎热的夏天给您带来一丝清凉。

开元特色夏季美食
带您一起“冰爽一夏”

6日早上，记者途经市中
区建设路时，看到一辆电动三
轮车载着两根又粗又长的钢管
停在路旁，看上去十分危险，路
上车辆行人纷纷避开而行，生
怕有个“闪失”。目前，交警正
对其进行处理。

（记者 王萍 摄）

货比车长
着实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