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本版编辑/任翔 读枣庄·民生 2014年12月17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

如果小区有摄像头，犯
罪分子一旦进行犯罪活动，
那么他们的身影将会无所遁
形，忌惮身份暴露的他们因
此会有所收敛，摄像头的重
要性可见一斑。记者在 14日
的调查中却发现，不少老旧
小区存在着没有摄像头或摄
像头损坏的现象，成为监控
上的盲区。

在薛城区燕山路上的一

小区内，记者发现该小区内
的一些拐角处设置了不少的
摄像头，乍一看摄像头没什
么问题，可是记者随后从小
区居民的口中得知，此处的
摄像头早已损坏，看着有摄
像头不假，实际上已经形同
虚设。“摄像头坏了差不多有
一年多了吧，小区多数人都
知道这摄像头是坏的，也就
是唬唬外面不知情的人吧。”

小区居民种先生表示，以前
觉得有摄像头把车子放小区
里感觉挺安全的，后来才知
道这些摄像头早就坏了，顿
时觉得没了底气。

随后记者在薛城区永福
路上的一小区内，同样发现
了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摄像
头，但小区内的墙壁上却贴
有“全小区监控覆盖”的字
样。记者发现，摄像头损坏无

人修理的现象多存在于八年
以上的老旧小区之中，而一
些八年以上的老旧小区中，
甚至有的连摄像头都没有安
装，一些住户为了家中的安
全，自己购买并安装了摄像
头。记者又调查了市区内多
家五年以内的新建小区，发
现多数小区的摄像头可以正
常工作，部分摄像头即使损
坏了也会很快修好。

记者联系上了薛城区燕
山路上一小区的物业工作人
员，对于该小区摄像头失灵
的问题，他也表示头疼不已。

“摄像头坏的这一年多
里，小区业主们可没少找我
们的麻烦，一会儿李家说电
动车丢了，一会儿唐家说汽
车被划了，搞得我们也很无
奈，因为没有监控我们也找
不到这些到底是谁做的。”该
工作人员表示，摄像头本就
容易损坏，虽然购买、安装、
维修三项费用不算太多，却
也并非是物业所能支付得起
的。

“老旧小区的物业费收
的本来就低，因为摄像头再
给小区业主增加物业费，估
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和
新建小区不一样，不少新建
小区物业费收的高，再加上
摄像头一般都要四五年后才
会出毛病，所以他们能保证
摄像头的正常工作。”这名工
作人员指着桌角上放的监控
显示器说道。记者看到显示
器由于常年不使用，上面早
已覆盖了一层灰尘。

为了了解摄像头的维修
成本情况，记者联系上了市
中区科技市场一家摄像头销

售店的负责人徐先生。徐先
生告诉记者，监控系统根据
不同的型号、性能，价格也是
分为三六九等的。“别的不
说，先说这构造，一套完整的
监控系统，必须有监控主机、
显示器、视频分配器、UPS电
源等相关配件。如果小区内
要想配监控系统的话，最少
也得十来万块钱，多则几十
万不等。”徐先生表示越贵的
监控系统其性能越好。打个
比方来说，十万左右的监控
虽然也能看得见人，但是与
几十万的相比，图像不清楚
不说，更别提在夜间、大雨、

雾霾等环境较差的情况下拍
摄的更是模糊不清。

“上面说的是购买，日常
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摄像头需要定期擦洗，零部
件也要及时检修，这些维护
费用加起来，每年就要一万
元以上，不仅如此，一般摄像
头的使用年限最多5年，质量
差一点的也就是3年，使用年
限过了就得换新的，花销之
大可想而知。”徐先生表示，
当下一些监控系统瘫痪的小
区如果想要重新正常运作，
费用将不低于几万元。

（记者 寇光）

俗话说，“熟人好办事”。但在日常消费中，有时
却并非如此。随着微信的悄然介入，越来越多的生
意人都把苗头指向了微信朋友圈，做起了“朋友圈”
的熟人生意。

家住滕州市和谐康城的苏女士发现，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微博、微信的朋友们都开始做起了自己
的生意。“打开微信，手机一刷新，全是琳琅满目的商
品和五花八门的图文介绍。”苏女士说，自己平时酷
爱逛街，但由于工作原因，想抽出时间逛街，那真是
难上加难的事情。

据苏女士介绍，她的微信里基本都是认识的朋
友，推荐的商品自然会比较放心。前几天买裤子，想
到自己没有时间去逛街，而且也不善于讨价还价，恰
好一个熟人在微信朋友圈卖服装，一来可以省去逛
街的时间，二来可以免去图片和实物不符的担心。
于是，苏女士就联系上了那个朋友，在朋友那里拍了
一条裤子，付了128元钱，本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可
是，在网上一查同品牌的同款衣服，在其他店铺只需
99元钱。“当时感觉非常郁闷，并不是因为钱的多少，
就是感觉心理上很不舒服，越是熟人越易上当啊。”
苏女士无奈地说。

随后，记者进行了一番调查，多数市民表示，买
东西尽量不要找熟人，真是吃了亏都没得商量。当
谈起朋友圈做生意一事，滕州市民王女士说道，“说
实话，我对微信朋友圈卖东西一向挺反感的，以前在
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的都是心情或者好的文章。自从
兴起了微信小店，朋友圈里好像都要被各种各样的
商品图片刷屏了。迫于情面，还不得不帮忙点赞。”

“其实，我并不喜欢找熟人买东西，只是图个安
心罢了，东西贵了，不好意思讲价。有时随便问问
吧，朋友又一个劲儿地推荐。”王女士告诉记者，不买
面子上过意不去，买呢，吃了亏心里多多少少会接受
不了。

（特约记者 郭潇繁）

调查：多数老旧小区摄像头无法使用

维护费用高 物业被难住

摄像头多是“睁眼瞎”车辆被划难抓黑手

老旧小区监控大都年久失修
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陈女士下班回到家后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位上便

回家休息了。谁知第二天还没有出门，便听到楼下传来阵阵议论声，陈女士赶
忙下楼查看，才发现原来小区楼前一排停车位上的私家车，全都被划了好

几道划痕，陈女士的爱车也位列其中。
“我那车是前几个月刚买的，崭新的车就被划了好几道划

痕，当时我心里那个疼呀。”陈女士表示，不仅她心疼，所有“破
相”车的车主都觉得难以接受，纷纷痛斥那个幕后黑手。“说

来也巧，头顶就有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大家商量过
后，直接去找物业，要求调出监控录像，看看到底是

谁划的车。”陈女士说。可来到物业办公室工作
人员却告诉他们摄像头早就不管用了。“这

不是坑人么？以后我们的安全要如何保
障？”陈女士至今仍在为找不到凶手

耿耿于怀。

好友开微店
专坑“自己人”

近日，小陈吃过午饭后，看到爱车已经脏得不成
样子了，便打算下午去洗车店洗车，由于下午还有其
他事情，小陈决定先把车放在洗车店，等办完事再来
取。

“因为汽车已经有段时间没打蜡了，我就请老板
帮我打遍蜡，本以为常常光顾，和老板也已经熟络
了，心想将车放在店里打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让我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看到汽车的尾部有大片白色区
域，摸起来涩涩的，之后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我才
知道原来这痕迹是因为给汽车打完蜡之后没有经过
擦拭处理导致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也没来得及去找
洗车店，所以此事就搁置了下来。”小陈说，“后来我
去到洗车店打算找商家处理下这条白色痕迹，可谁
知老板不但不认账，反而向我索要 20元的处理费，
说是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才可完全去除痕迹。”

洗车店老板的不认账让小陈很是失望，如今看
着汽车尾部格外显眼的白色痕迹，小陈后悔当初不
该将爱车放在洗车店。为了处理掉这条痕迹，小陈
找到有经验的师傅，在师傅的帮助下，才去除了这条
痕迹。“本以为是商家的马虎大意，也没有要追究商
家责任的意思，我只是想商家能帮忙将这条痕迹去
除，没想到商家会有如此态度，真是让人失望。”小陈
表示。

（记者 董艳）

汽车打蜡“偷工减料”

二次服务还要收费
看着超市里蔬菜的价格

一个比一个高，一向见惯了
“大风大浪”的吴女士也不
禁有些发慌。“虽说这冬天
的菜价是要高一些，但也不
能这么高吧。”

家住市中区华山路某小
区的吴女士经常逛超市买
菜，正是因为熟知菜价，才
被眼前的价格吓到。“西红
柿 3.6元一斤也就算了，这
黄瓜竟然达到了 5 块 5 一
斤，菜花更离谱，一斤 5块
8！”吴女士表示，前阵子身
体不舒服一直没出门，这身
体刚好便来超市买点菜打算
回家做饭，谁知却看到和前
段时间迥然不同的菜价。

15日记者走访了市中区
内的多家超市、市场后发
现，目前的菜价不仅与吴女
士所说的相差无几，市面上
更是难觅“一元菜”的踪
影，菜价之高可见一斑。

“除了萝卜、大白菜以外，
现在哪还有一块钱一斤以下

的菜呀，以前都说穷人家才
天天吃青菜，就照这个菜
价，估计得倒过来，蔬菜成
了奢侈品。”在市中区解放
路上的一农贸市场，正在买
菜的李女士对记者抱怨道。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众
多蔬菜中，“身价暴涨”最
为明显的要数黄瓜和菜花
了。据了解，黄瓜和菜花虽
然都属于反季蔬菜，但往年
同期时其价格最高也就是一
斤 2.5元左右，与当下的每
斤 5.5元和每斤 5.8元的价格
相比，上涨了一倍多,创下了
历史新高。“听朋友说，多
吃一些黄瓜不仅对身体好，
而且吃不完的黄瓜还可以敷
在脸上，这个季节本来就干
燥，黄瓜敷脸上可以使脸部
的皮肤湿润、光滑。因此我
每次买黄瓜都是买上七八
斤。”市民赵女士表示，自
从黄瓜涨价以后，她再也不
敢这么“任性”了。“以往
买的多是觉得便宜，就算敷

脸或者坏掉了也不觉得心
疼，现在每斤 5块 5买十斤
就是55块钱呀。所以现在我
买黄瓜一次只买三四斤。”
赵女士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黄瓜与菜花的价格如此
之高呢？记者采访了市中区
解放路上一家蔬菜超市的老
板白先生，他表示目前这两
样菜价格之所以会短时间内

“疯涨”到这个地步，除了
反季节之外,需求量较高也是

主要原因。“因为很多蔬菜
都是大棚种植的，成本高，
数量少。再加上最近的需求
量较大，有些供不应求，这
才 导 致 了 价 格 疯 涨 的 局
面。”白先生告诉记者，以
目前情况来看，很难预测下
一步这两种菜的价格走向，
即使过段时间需求量减少，
价格开始下降，但随着春节
的临近，大棚蔬菜的价格依
然还是会居高不下。

（记者 寇光 文/图）

黄瓜5.5元 菜花5.8元 超市“一元菜”仅剩萝卜白菜

市民直呼蔬菜成了“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