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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犬伤人 狗吠扰民 随地便溺

宠物狗“欺”人 邻居好心烦

家住薛城区富田小区的
小纪近段时间一直闷闷不
乐，与他一起生活了大半年
的宠物狗小哈被送人了。小
哈送走后，小纪心里空荡荡
的，没了陪他一起玩的爱犬，
他心情一直不太好。

“我给它搭建小窝，它陪
我一起玩，没事的时候我会
带它出去溜溜，烦心的时候

我也会给它说说我的烦恼。”
小纪表示，在小哈的陪伴下，
小纪生活得很开心。

不过也并非没有不好的
事情发生。“邻居经常给我们
诉苦，说小哈今天又在他们
家门口大小便了，要不就是
半夜小哈的叫声吓到他们
了，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事情，
我已经很注意控制小哈了，

可是毕竟不能 24小时看着
它。”小纪说。

今年8月份的一个周末，
小纪照例带着小哈出去溜
溜，这时迎面走来一位中年
妇女，小纪便礼貌性地叫了
一声阿姨。中年女性刚想回
答，谁知这时小哈一声大叫，
张开大口便咬了她的腿！千
钧一发之际，小纪及时喝止

住小哈，并用手按住它庞大
的身躯，小哈伏地呜呜地叫
着，仿佛极不甘心。“其实当
时也没咬破，只是有个明显
的牙痕。但从那以后，父母
担心小哈再伤人，便不顾我
的反对将小哈送给了一个远
方亲戚。”小纪说。

16日下午 5时，此时天
色将暗，在薛城区燕山路上
的一个小区内，记者看到有
不少居民带着宠物犬出来散
步。调查中记者发现，该小区
内宠物狗的种类繁多，泰迪、
吉娃娃、金毛、哈士奇和阿拉
斯加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
犬种应有尽有，其中小型犬
占了很大的比例。

薛城区永福路上的一个

小区内，一位身穿灰色上衣
的老太太牵着一条金毛狗在
小区内闲逛。虽然金毛有绳
索拴住，但硕大的体型仍给
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小区
的路人路过时纷纷躲避。而
后在市中区薛庄小区内，记
者看到小区居民邵先生家中
养了一条凶猛的藏獒，尽管
这只藏獒呆在特制的笼子
里，但记者看到这只站立起

来比自己还要高的凶犬时，
依然会感到害怕。更遑论藏
獒一见到有生人进院，便疯
狂大吠起来。让人不难想象，
一旦脱离笼子的禁锢，生人
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虽然体型硕大的凶犬存
在着安全隐患，但那些小巧
玲珑外表可爱的小犬也并非
是一点麻烦也没有。“我家楼
上养了一只泰迪，那狗也不

知道是怎么弄的，就喜欢在
我家门口大小便，我几次出
门都不小心踩了上去，我找
他们家说了好几次了，可那
只狗依旧是我行我素，气死
我了。”家住薛城区泰山路上
的小王表示，不仅是在家门
口，小区的道路、草坪也经常
见到狗的粪便，严重影响了
环境卫生。

“我们不提倡居民养狗，
无论是从居民安全，还是从
环境卫生上来说，养狗都是
弊大于利，唯一的好处就是
可以给家里增添欢乐，可是
如果是因为一个家庭的欢乐
而去损害多个家庭的正常生
活，这种行为实在有些自
私。”薛城区光明路上的一个
小区物业负责人霍先生表
示，宠物犬具有一定的攻击
性，并非完全听从主人的指
示，所以物业方面表示不提

倡业主们养狗，但也不禁止。
关于邻里之间因为养狗

所产生的矛盾纠纷，霍先生
对此报以苦笑。“我们曾接到
过无数类似于邻居家狗又尿
了、晚上狗叫耽误休息呀之
类的反映，可是我们也没有
什么好办法，只能上门对双
方进行调解。”霍先生表示，
如果遇到明事理的业主还好
说，调解一下对方便会注意
约束爱犬；而如果遇到不讲
理的业主，就会说养狗是个

人爱好，别人管不着，作为物
业管理公司，所处的位置也
颇为尴尬。

而针对物业所遇到的尴
尬局面，一些小区业主们也
纷纷建言。“小狗我觉得养养
还可以，大型狗和烈性狗还
是免了吧，小区内多有老人
和孩子，实在太危险。”家住
薛城区光明路某小区的薛女
士表示，物业虽然不能禁止
业主养犬，但可以制定一些
限制的规定。“比如想养狗的

都要领着狗去物业登记，填
写养犬登记表和养犬义务保
证书。拒绝签订义务保证书
的不得养犬。每年由养犬人
把宠物狗领到畜牧兽医行政
部门进行免疫注射和检疫，
为犬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
领取动物健康免疫证，并将
有关证明文件交物业管理处
查验后，复印备案。未领取
动物健康免疫证的不准饲
养。”薛女士说。

（记者 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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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家中都养起了宠物犬，可随意大小便、恶

犬伤人、狗吠扰民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没少在小区内

发生，小区内如何安全养犬，成为很多家庭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难题。16日，记者调查了薛城区多家小区内的

养犬情况，发现亦存在着不少安全隐患和不卫生现象。

爱犬伤人 忍痛送亲戚

乱拉乱尿影响环境卫生

物业不提倡也不禁止 居民盼狗狗统一管理

近日，家住滕州市远航国际的刘女士在淘宝一
家店铺购买了一双鞋，收到包裹后发现网上的图片
跟实物相差很大，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一气之下的
刘女士便给该商品评了个差评。

据刘女士介绍，那鞋还没穿两天，鞋底就开胶
了。“我网购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刘女士气不
打一处来，无奈之下，只好给该店铺评了个差评。
不久后，卖家就打来电话让其修改评价，但刘女士
并未同意。接下来，刘女士就不停地接到骚扰电
话，平均每天能接到5、6个陌生电话，有时甚至是晚
上10点以后打来，这真是传说中的“恶作剧”啊。

“为了避免接到骚扰电话，我特意将该号码加
入了黑名单，但骚扰还是没有停歇。”刘女士无奈地
告诉记者，一个号码打不通，卖家就会换着号码打
进来，严重影响了她的正常作息。

随后，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买家在淘宝购物后
给差评，不断遭遇骚扰电话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很
是普遍。“接二连三的骚扰电话，严重影响到了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长此以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过
亲身经历的张女士说，“网购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下单前也要慎重，以免遭遇
不必要的烦恼。”

（特约记者 郭潇繁）

网购鞋两天开胶
给差评店主骚扰

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到来，不仅最近几天我
市气温走低，降温幅度较大，而且受降雨量偏少及
持续雾霾天气的影响，空气变得干燥，致使市区各
医院、门诊患者数量增多。

“孙子、孙女、外孙平时在家里可热闹了，可是
这两天，生龙活虎的孩子们却陆续地感冒、发烧，一
个挨一个地打起了吊瓶，可真是急死人了。”家住市
中区海纳花园的邓女士刚退休，平时没事就帮着儿
子、女儿照看孩子，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家里的
四个孩子病倒了仨，每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邓女士还多了一项任务——陪孩子打吊瓶。

“昨天夜里儿子突发高烧，大半夜的就把儿子
送到医院，我俩一夜没合眼，可吓坏了，这不，今天
儿子一天都没去上学，再打一针巩固巩固。”市民周
先生带着9岁的儿子正在打点滴。周先生的儿子说：

“最近班里有不少同学都因为身体不适陆续请假,其
中最多的一天，有4个同学没去上课。”这一说法，记
者从多位小学老师那里得到证实：“最近一周经常
有家长给学生请假说孩子感冒，身体不适需要就
诊。”据解放路某医院医生介绍，眼下，正是流感的
高发季节，而在患病人群中，儿童患者数量较多。

“现在的年轻人，仗着自己年轻，身体素质好，
动不动就自己到药店买药，殊不知这种做法极易加
重病情，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市中区某街道卫生
室的工作人员表示，“上周我就接诊了一位这样的
患者，刚开始只是轻微的咽喉肿痛、咳嗽，随后他就
抱着扛一扛就会好的想法随便吃了点药应付，一直
没有就医，谁知昨天浑身无力并伴有低烧的症状，
这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到医院就诊。”

“如今，市民普遍认为滴吊瓶是最快捷、最有效
的治疗方法，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不管是大病
还是小病，不管是患病初期还是末期，即便是一般
的发烧、感冒、咳嗽、腹泻，不少市民要求医生直接
滴吊瓶，以期望病情迅速好转，这是市民在输液的
意识上产生了一定的误解，而就用药原则来说，就
是能口服就不肌注，能肌注就不静脉输液。”其中
一门诊医生赵先生表示：“尽管静脉输液见效快，但
也并不像市民想当然的那样，任何疾病的治疗都需
要一个自愈的过程，市民在选择药物时不可盲目，
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

（记者 张莉萍）

感冒发烧打点滴 期望病好得快

医生：能吃药打小针
就别挂吊瓶

距离圣诞节还有不足6
天的时间，各种圣诞装饰用
品进入了热销期。市中区
君山路某超市内，各种圣诞
布偶、圣诞帽、圣诞彩球铃
铛以及圣诞树等装饰品都
被摆在超市显眼的位置。

（记者 董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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