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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通了 坑洼路面铺平了

水利局宿舍“整容”居民拍手赞

接到居民的反映后，市中区
文化路市府社区的工作人员，实
地查看社区路况，并询问居民对
小区内坑洼路的意见，以及其他
生活上有什么不便，总结完后拿
出解决对策。日前，市水利局宿
舍东区内挖掘机“隆隆”作响，几
名工人正在对小区路面进行施工
作业。还有几名工人正在对小区
内的空地进行水泥硬化，而原先
经常堵塞的下水道也被彻底疏通
了。

就在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的
同时，小区居民为工人师傅们准
备了纯净水，居民们脸上带着发
自内心的笑容，多年行路难的问
题得到解决，大家的心愿终于得
到实现。“我们小区始建于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属于老旧小区，道路
坑洼不平，一到下雨路面积水严
重。现在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
积极负责，经常入社区询问我们
生活有何困难，我们去社区反映
的一些生活难处也都得到了重
视。像这次的小区路况问题就是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起码这次路
修好了之后，再有阴天下雨，我们
也不用担心了！”小区居民李先生
说。

文化路街道工作人员表示：
“自去年来，街道充分利用好城市
社区为民服务专项经费240余万
元。把小区明亮、下水道畅通、卫
生清洁、道路修补‘四件实事’办
好办实。此次接到小区居民对小
区路况问题的反映后，文化路街
道投资 2万余元，将这条困扰小
区多年的路彻底硬化，还群众一
条通畅大道。”

（记者 刘一单 文/图）

家住薛城区某小区的刘女
士，23日傍晚有几位亲戚来家里
做客，亲戚将车停靠在一户居民
的车库旁堵了路，让刘女士及其
亲戚没有想到的是，这却招来了
邻居一顿臭骂。

23日傍晚，远在异地的几位
亲戚来到刘女士家中做客，刘女
士特地准备了一桌好菜招待这几
位亲戚。吃过饭后，当亲戚们准
备离开时却发生了让大家感到气
愤的事情。据刘女士介绍，亲戚
们一行三人是开车来的，谁想到
亲戚将车停在了一住户的车库门
口。当刘女士一家下楼送这几位
亲戚时，却被一位正在破口大骂
的邻居挡住了去路。邻居用了各
种污秽的词语，这让刘女士及其
亲戚们听后都有些恼火。刘女士

说：“这位邻居根本不问三七二十
一就破口大骂，亲戚告诉我，因为
当时没有停车位了，才将车停在
了这位邻居的车库门前，亲戚担
心会影响到邻居的车库使用，还
在车的前挡风玻璃处留了一张写
着电话号码的便条，只要对方需
要，他就下楼挪车。”可是让亲戚
没有想到的是，挪车电话没有响，
响的却是骂声。

原本愉快的心情，被一顿臭
骂改变。“我承认在车库门口停车
不对，但是我已经留了挪车电话，
而且下楼后，我也主动向这位女
士道歉了，但这位女士仍骂骂咧
咧。”刘女士的亲戚郁闷地说道。

因为不想和这位不讲道理的
邻居继续争辩，刘女士的亲戚选
择了离开，刘女士一家送完客人

后也上楼了。但是这件事却让刘
女士耿耿于怀。亲戚来串门，本
是一件高兴的事情，谁承想却遇
到了这样一件让人感到郁闷的事
情，真希望这位邻居能好好反省
一下，以后收起张口就骂的脾气，
了解完情况之后再做处理，不要
因为此事让邻居们的感情受到影
响。

（记者 董艳）

“我们小区的路能不能给修修啊？坑坑洼洼的，一
到下雨的时候，我们住户就集体‘看海’，出入都非常不
方便。”近日，家住市水利局宿舍东区的王女士反映，小
区里路面坑洼难行，雨天路面被水淹没，希望社区、街
道重视，并给予解决。

小区道路正铺平施工

停车怕挡路留下电话号码

电话没接到 骂声不绝耳

很多小区都存在停车难问
题。因为车辆多，车位密集，一不
小心就有可能被剐蹭。近日，家
住薛城区临山路某社区的一男
子，因为车在小区内被剐蹭但找
不到肇事者，就在小区里四处谩
骂，污言秽语引得邻居很是反感。

8月 24日傍晚，宋先生一家
正在家里吃饭，就听到楼下有一
男子在大声地吵闹。原本宋先生
以为是有人在吵架，并没有在意，
但是过了一会儿宋先生发现该男
子的吵闹声并没有停止，而且变

成了谩骂。等吃过晚饭后，宋先
生带着妻儿一起出去散步的时
候，看到该男子在各个楼前走来
走去，边走边骂。

男子在楼下吵闹半个小时，
引来了不少居民。从邻居口中宋
先生了解到，该男子的车停在小
区里被剐蹭了，小区里没有监控
摄像头，找不到肇事者，他这才在
小区里到处谩骂，以此泄愤。

或许是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
多，该男子终于结束了谩骂。对
于该男子在小区里谩骂的做法，

小区居民意见很大。“一个大男人
怎么骂人这么难听，也不怕人笑
话。”“在这骂人根本解决不了问
题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悄悄
议论着。

对此宋先生也表示很不赞同
该男子的行为：“你车被剐蹭了不
高兴，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这样在
小区里谩骂也太不文明了，而且
这么多邻居都是带着小孩在楼下
玩，这些污言秽语让孩子们学会
就更不好了。”宋先生说。

（记者 杨舒）

车被剐蹭男子“狂泻”污言秽语
小区里叫骂 居民很反感

当晚王先生去一个朋友家
做客，离开朋友家不久就下起
了雨，王先生没带雨具，就站在
朋友家附近的商铺门口躲了会
儿雨。后来雨下得小点了，王
先生心想趁机赶紧回家吧，免
得一会儿再下大了。然后他就
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谁知刚走
到振兴路，雨又下了起来，而且
越下越大，王先生看看周围也
没有合适的地方躲雨，心想反
正身上已经被淋湿了，而且离
家也不远了，就骑着自行车继
续往家走。

走到文化西路的时候，王
先生看着路上的积水很深就推
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前走，突然
他听到有人在身后叫“爷爷！
爷爷！”王先生回头看了看，发
现了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穿着黄
色雨衣的人，王先生正想是谁
叫的，那个人已经来到了他的
身旁。王先生一看原来是个十

来岁的孩子。“爷爷，我车筐里
有把雨伞送给你用吧。”少年说
着就用双腿撑着电动车，伸手
要去车筐里拿雨伞。王先生瞬
间觉得很感动，说：“好孩子，不
用了，我这就到家了，你赶紧回
家吧。”“没事，我有雨衣，雨伞
也用不着，你看你身上都淋湿
了，你拿去用吧。”那个少年把
雨伞拿出来递给王先生。王先
生接过雨伞没有打开，而是又
放回了少年的车筐里：“好孩
子，爷爷前面拐弯就到家了，真
不用了，你赶紧回家吧，路上积
水深，注意点。”王先生拍了拍
少年让他赶快回家，自己也回
了家。

回到家，王先生和家人说
起路上遇到的那个孩子，他说
虽然被雨淋湿了，浑身都觉得
很冷，但那个孩子的做法让他
很感动。

（记者 王晨曦）

家住市中区东井社区的柴先
生是一位乐器迷。每天傍晚，柴
先生总会带着自制的“宝贝”到街
头或者公园和广场开始自己的个
人演唱会。在柴先生看来，正是
这些宝贝，丰富了他的晚年生活，
给他退休后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柴先生手捧着自制的乐器，
自豪地介绍着：“这些都是我从建
筑工地上拾来的边角料，这种木
头材质软，削起来不费劲。后盖
也是从建筑工地捡来的三合板
制的。除了琴弦是我从琴行买来
的，其他的都是我用别的东西代
替做成的。制作这样一个乐器大
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其实制作
起来还是挺费事的，很多时候形
做好了，也不一定能发出准确的
声音，还要经过慢慢地调试等等
工序。不成功时还要拆了再重新
制作，或者干脆就摆在一边当成
个玩具。”

“现在外面卖的乐器动辄都
是成百上千的，自制乐器也是一
时兴起，描葫芦画瓢罢了。起初

就是觉得有趣、好玩，若是制成
了，自然心里高兴，若是制不成，
也是享受了制作期间的乐趣了，
就是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 DIY
了。反正之前制坏了的几件也都
被家里的小孩拿去当玩具了，摆
放着家里，倒也都没浪费。现在
走在路上只要看到有合适做乐器
的材料，我都会把它们带回家里
留着备用。亲戚朋友装修剩下的
一些木料也会给我留着。这些材
料都是别人丢的垃圾，在我看来
却成了宝贝。”柴先生说。

谈起怎么学会弹琴这个话题
时，柴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道：“我的这点儿小乐理知识都是
年轻的时候跟邻居学的。后来看
到很多老人在公园广场都一起唱
歌演奏乐器，我就琢磨着我也喜
欢音乐，不如开始慢慢学习乐器
吧，于是就自己捣鼓起乐器这些
东西了。”

柴先生的女儿荣荣向记者
说：“以前只知道父亲唱歌还不
错，但是从来都没听父亲唱过，更

不知道父亲还会拉二胡和自制乐
器。挺出乎意料的，现在父亲不
仅会自制二胡，还会教给我们亲
戚家的小孩子拉二胡。”

“平时在家弹唱怕影响周围
的邻居休息，亲戚家的小孩也都
是节假日来我家串门的时候，教
教他们。平时更喜欢去外面弹
奏。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里享受
音乐，让我身心舒畅。其实娱乐
和梦想并没有年龄限制，夕阳可
以和朝阳一样红。”柴先生说。

（记者 刘一单）

近日，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晚上出门散步还没
回到家的市民猝不及防。家住市中区文化西路的
王先生就被淋透了，虽然已被淋湿了，但路上遇到
了个好心的少年却让王先生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突降大雨被淋湿

路遇好心人送伞

捡来边角料自己制乐器
带着“宝贝”公园广场里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