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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聊城 民生

同住一单元 冷热两重天
原来是顶层住户排气阀一直没打开过

乘客随手将垃圾扔车外

公交车上垃圾篓成摆设

美羊羊

来促销

香蕉批发价回升至1元/斤
批发商：因为暴雪，今年赔大了

┬记者 谢晓丽 杨淑君

本报聊城 11月26日讯
26日，聊城香蕉的批发价达
到1元/斤，比大雪时涨了不
少，但商家仍感叹：因为突降
暴雪，今年卖香蕉赔大了。

“这香蕉又涨价了？我
前几天买还是0 . 6元/斤，现
在怎么成了1 . 2元/斤？”在
新坊街买香蕉的张先生疑惑
地说。但商家告诉记者，前
些天是有香蕉卖到 0 . 6元/
斤，主要是受大雪影响，香
蕉卖不出去，大量香蕉只好
赔钱卖掉。

绿康瓜果批发市场上一
片繁忙景象，批发商刘健告
诉记者，从11月24日起，南
方香蕉的收购价一公斤涨了
0 . 3元，所以25日，聊城香
蕉的批发价也跟着涨，从每
斤0 . 8元涨到0 . 9元，26日每
斤又涨到1元。26日下午，
刘健告诉记者，南方的香蕉
又涨价了，每斤涨了近0 . 1
元，他预计聊城的香蕉还会
跟着涨。

“我做香蕉生意6年，
从没像今年赔这么多钱，大
雪那几天就赔了两万。”香
蕉批发商孙老板告诉记者，

他的香蕉是从云南运来的，
综合大雪、油价上升等因
素，一车香蕉的运费从去年
的9000元涨到1 . 3万元，现
在又涨到1 . 8万元，因此香
蕉生意很难做。香蕉批发商
管先生介绍说，下雪时因为
交通不方便，自己的香蕉都
放坏了，每天都要赔1万多
元。

东昌府沙镇一位来批发
香蕉的客户告诉记者，随着
天气好转，香蕉生意也有了
起色，“前些天香蕉那么便宜
还没人吃，现在买香蕉的人
渐渐多了。”

┬记者 凌文秀 谢晓丽

本报聊城 11月26日讯
同住一个单元，但是有的住
户暖气热，有的不热，这让谷
庄小区2号楼1单元的居民感
到困惑，“同住一单元，冷热
两重天”，供热公司维修人员
检查发现，原来6楼住户一直
没有供暖，排气阀一直都没
有打开过，造成了单元水循
环不畅。

24日上午，家住谷庄小
区2号楼1单元的尹女士向记
者反映，自己家的暖气，自供
暖来一直不热。记者来到尹
女士家中发现，回水管果然
一点儿也不热，暖气片也是

上边温下边凉。“自搬进小区
来只有第一年供暖时比较热，
以后几年就都不热了。”尹女
士说，自己是2003年搬进小
区的。随即，记者走访了同单
元的几位住户，供暖情况确
实与尹女士家中相似。但据记
者了解，其他单元和居民楼
的住户家中温度已经达标。

到底是怎么回事？供热
公司维修人员孙师傅来到居

民家中，查看了尹女士家中
的暖气管道。了解到该单元
住户多供暖效果不理想，孙师
傅解释说，居民家中两个水管
只有回水管不热，初步判断，
应该是单元水循环不畅。

24日下午，孙师傅再次
来到该楼查看暖气不热原
因。他告诉记者，这个单元的
供热有点奇怪，东户6楼热，
西户1楼不热。他爬到6楼查

找出了原因，原来6楼住户一
直没有供暖，所以排气阀一
直都没有打开过。“现在断定
有可能是因为排气阀的原
因，气一直向上聚集到顶部，
但排不出来，造成水循环不
畅，小区的同一单元才出现
这种冷热两重天的现象。另
外一个原因就是，这座楼的
供热系统不合理，也造成了
暖气不热。”

25日，小区物业在本单
元6楼住户家里安装了一个
排气阀。孙师傅也对谷庄小
区的外网进行了调整。26日，
尹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现
在暖气已经热了，虽然不是
很理想，但强多了。

┬记者 张召旭

本报聊城 11月26日讯
短短几站地，有3名乘客

将手中的垃圾通过公交车
窗户扔到了路边，还有一位
乘客直接把垃圾扔在了车
上。目前，由于一些乘客随
手丢垃圾，使很多公交车内
的垃圾篓形同虚设。

26日上午 11点多，记
者在市文化局乘上 7路公
交车时，发现一男一女一边
聊天一边在嗑瓜子。眼看快
到站，两人先后起身，走在
后面的男青年急匆匆拉开
车窗，把一把瓜子皮直接扔
到了车窗外，然后若无其事
地站在门口等待下车，仿佛
没有看见他脚下的垃圾篓。
从文化局到五星百货不过
短短的几站地，记者发现有
3名乘客先后从车窗将自
己手中的垃圾扔了出去，还
有一名乘客将用过的面巾
纸直接扔在了车上，而摆放
在车门后的垃圾篓却一直
无人问津。

在东昌路工作的一位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汽车里
抛下的垃圾让人防不胜防，
特别是公交车上抛下的垃

圾最多。食品包装袋、口香
糖、烟头、卫生纸是最普遍
的车窗垃圾，这些垃圾扔在
机动车道上不太好清理。而
由于从车窗里往外丢垃圾
这种行为流动性大，所以极
难被处罚。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
乘车的市民，有部分人表
示，公交车上人很多，走
到垃圾篓旁边扔垃圾又很
麻烦，因此像嚼过的口香
糖、喝过的水瓶及擦过手
的废纸就会下意识地打开
车窗扔向车外。也有市民
对从车窗飞出来的垃圾表
示深恶痛绝。私家车主张
先生表示，自己就是受害
者，“有一次我开车与公
交车擦肩而过时，一个矿
泉水瓶子从公交车窗户里
飞了出来，落在了我的挡
风玻璃上。”

聊城公交集团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多数公交线单
程都很长，车辆只能到终点
站才能清扫车厢，这就使得
沿途多数乘客只能脚踏垃
圾乘车。为此，公交集团呼
吁广大市民，为了您和大家
舒适乘车，请自觉把废弃杂
物扔进垃圾篓。

26日北顺小学门
口，促销员穿着美羊
羊的服装促销，吸引
了众多小学生。动画
片里这个可爱的精灵
竟然到校门口来了，
小学生们高兴地大
叫，围着美羊羊笑作
一团，一直不肯离去。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感恩节给父母电话了吗？
调查显示：多数儿女记不住父母电话

父母却说：孩子工作忙，可以谅解

┬记者 谢晓丽

本报聊城 11月26日讯
在现代社会里，感恩依旧是
一个温暖的话题。11月26日
感恩节这天，聊城大学学生
小杨花一分钟记住了妈妈的
手机号码。
“很多儿女记不住父母

的手机号码，但父母大都能
记住孩子的电话号码。”在东
昌西路的一家商店内，一位
营业员在和同学聊天，“刚才
那个买东西的人，竟然不知
道孩子的电话，很奇怪。”她
沉思了片刻后说：“我把妈妈

的手机号码记住了。说完刚
才的话我才意识到，我也是
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么多年
了，竟然不记得妈妈的电话，
刚才用1分钟时间，我已经记
了下来。”

聊城大学学生小杨告诉
记者，妈妈的手机号在手机
里存着，自己没记下来。“现
在想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手
机丢了，我就联系不上父母
了。”说到这里她眼圈红了，
小杨家是潍坊的，但父母每
天都在关注聊城的天气预
报，“早晨妈妈还打电话告诉
我，说昨天看天气预报，聊城

好像又要降温，让我多穿点
衣服。”她羞愧地说，在感恩
节，自己没主动给妈妈打电
话，天天上网，却从来没留心
过家乡的天气预报。

记者采访多位母亲，对
孩子不记得自己的手机号
码，她们表示谅解。43岁的陈
女士表示，自己的手机买了
有半年了，但很少接到孩子
的电话，每次孩子都打家里
的座机。“可能是手机号太难
记了吧，孩子平时工作那么
忙，学习也挺紧的，哪有时间
记手机号码？”陈女士说她很
体谅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