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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小屋设有污物处理器

小区有了移动公厕

新城溪山花园小区位
于楼顶上的小区名称残缺
不全，影响识别。“四个字，
只有第一个和第三个完
整，对于不熟悉该小区的
市民来说肯定无法辨认，
希望小区物业能够尽快更
新楼顶这几个字。”小区居
民郑先生说。

（记者 李帅 摄）

晚报讯（记者 杨舒 摄影
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新城远航
领秀城小区内多了一座漂亮的
移动公厕。它的出现让小区居
民欢迎，也让不少进入小区的
外卖快递小哥如厕不再犯难。

5月 13日，新城远航领秀
城小区的业主王先生发了一条
朋友圈状态，他所住的小区里
有了移动公厕，移动公厕正在
建设中，移动公厕的建设让小
区业主和附近来往的市民拍手
称好。

据了解，住在乡下的父母
偶尔会来王先生家小住一段时
间，可是每次来王先生家，父母
都不习惯使用家里的卫生间。
有时候为了方便，父母甚至要

跑到几百米之外的公厕里去如
厕。王先生劝说父母很多次，
可是父母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
习惯，心疼父母如厕远的王先
生，非常希望小区里能有一个
公厕。

王先生曾向小区物业和开
发商反映过此事，虽然也有相
当一部分业主有在小区内建设
公厕的意愿，但是对于选址总
是没有最好的选择。“公厕选在
哪里，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影
响到部分业主的生活。”王先生
说。后来此事就搁置下来了，
去年下半年，为了方便装修工
人和业主，在二期门口暂时搭
建起了一个简易卫生间。可是
实在和新建小区的环境有些格

格不入。
现如今，原来简陋的公厕

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
座漂亮的移动公厕，因为还未
完全建成，内部结构无法看到，
但是王先生称，从外表看，该移
动公厕共有三个可方便的小
屋，并在旁边设置了污物处理
器。

“这样既避免了公厕出现
异味给部分业主带来不便，也
便利了小区的业主，同时来小
区装修的工人、送外卖、送快递
的小哥还有走亲访友的市民都
能感到方便。”王先生说，现在
他和大部分业主一样，正在期
待这座漂亮的移动公厕正式开
放使用。

晚报讯（记者 安卿超）
“邻居在门外放置了一个鞋
架，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影响
居民行走，更让人受不了的
是扑鼻而来的臭脚丫子味。”
近日，家住新城金地花苑的
胡女士抱怨道。

据胡女士介绍，对门邻
居是去年搬进来的，自从他
们搬来后，走廊的公共区域
几乎被他们家占为己有，鞋
架被放置在外，很多鞋子摆
放在上面，不仅气味难闻，而
且影响通行。

据了解，胡女士的对门
邻居是一家四口，有两个年
纪相差不大的男孩。胡女士
说，“邻居家的两个孩子看起
来十五六岁的样子，平时经
常看到他们拿着篮球回家，
应该是爱运动的孩子，不知
道是他们活动量大、脚汗多，
还是鞋子的质量差，走廊里
总是飘出一股臭脚丫子的气
味。近段时间，这种气味尤
其浓重，或许是天气转热的
缘故。我每次走到家门口，
都得屏住呼吸。”

为此，胡女士特意找上
门给邻居说过此事。当时，
邻居女主人略显尴尬，她表
示，以后会经常给孩子晒鞋，
并嘱咐孩子们常洗脚。有一
段时间，这种气味变淡了，胡
女士认为是她上门讨说法有
了效果，还高兴不已。谁知，
过了一段时间，臭脚丫子气
味又来了。

胡女士猜测，或许不是
邻居他们做的不到位，应该
是天气热了，气味就变得重
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
法就是，不要将鞋架放在公
共区域，而是放到家中。这
样既不占用公共空间，还能
催促孩子们注意个人卫生。

鞋架放楼道
实为不讲究

晚报讯（记者 张莉萍 摄
影报道）“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1日，一走进马良的家，就被
悬挂在显眼位置的雕刻版《陋
室铭》所吸引，这是属于马良的

“风雅”。
在市中区良辛庄，说起马

良的名字无人不竖起大拇指。
少年时的马良和其他小朋友一
样，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可是
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突然患
病，不能行走。检查后得知患
得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外加骨
股头坏死。后来，父母向亲戚
朋友借了三千元钱，给他做了
髋关节置换手术，但因为家里
实在凑不出手术费用，无奈只
做了一条左腿的手术。经过一
年的恢复，他终于又能下地走
路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自食
其力，帮助父母分担忧愁。

为了生活马良先后打过烧
饼，卖过青菜，还在街上摆书
摊。后来，他被刻字所吸引了，
没有任何基础的他自学成才，
刻了磨磨了刻，手不知被刀子
戳破多少次，经过一段时间的
练习，刻字能力有了明显地提
高，手艺提高了，找马良刻字的
人也多了，后来有了自己的刻
字店。经过一番打拼，他不光
还清了家里的债务，还有了些
许的积蓄，为另一条病腿做了
髋关节置换手术。

但命运似乎总爱拿马良开
玩笑，就在他以为自己真正要
踏上幸福路之际，因为长时间
的劳作，他的脊柱、颈椎又患了
病。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马良仍然不肯低头放弃，在刻
字之余，他还喜欢上了书画艺
术，买来了许多古代书法字帖，
白天做生意，晚上练习毛笔

字。经过二年多的刻苦研习，
他的书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
高，先后多次在全国及省市书
画大赛中参展、获奖，还被山东
省书法家协会吸纳为会员。

马良的梦想总算实现了，
但他又惦记起还在贫穷边缘行
走、奋斗的像他一样身有残疾
的人。随后，马良成立了残疾
人书画协会，先后培训的17名

残疾人学习书画、葫芦烙画、雕
刻。其中四人加工工笔画，月
收入一千多元。2017年 12月
又新引进了电窑加工陶艺作
品，并成功接洽了陶瓷花瓶的
订单，涌现出了一批残疾人文
化创业人才。马良没有因为身
体残疾怨天尤人，而是自强自
立，敢于面对生活，为更多的残
疾人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打过烧饼 卖过青菜 摆过书摊

马良：创业成功助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