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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烟台民生

世博游报价回落游客增两成
“大巴”团1500元受市民青睐

本报烟台 5月 12日讯
（记者 苗华茂）世博会开
幕已近两周，随着客流高峰
的退去，世博游的报价也比
“五一”期间明显回落。1 2
日，记者走访烟台多家旅行
社时了解到，1 0 天前还要
2500元的世博团，现如今只

需1980元。不少旅行社负责
人表示，从目前报名的游客
数量上看，选择世博游线路
的游客至少比一周前增加
了两成。
“虽然现在世博游双飞

团的报价比之前便宜了不
少，但价格上更具优势的

‘ 大 巴 ’团 更 受 市 民 的 青
睐。”烟台旅游集散中心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由于仅需
15 0 0 元就可两次进入世博
园游览，价格便宜了，最近
一周来报名参加世博游的
游客就有30余人，比之前增
加了两成多，此外自行来购

买世博会门票的散客每天
也能达到50人左右。本周末
即将成行的世博专线“大
巴”团目前已基本报满，本
月下旬的两个团现在也已
预订过半。

目前除了可跟旅行团
参观世博会外，还有相当一

部分市民比较青睐以“自由
行”的方式前往。南大街一
家旅行社的王经理告诉记
者，所谓的自由行就是游客
以散客身份，在旅行社预订
世博会门票、上海住宿酒店
及往返折扣机票，行程安排
随心所欲，游览时也不用担

心导游会催着走，花费上与
跟团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客人我们现在一周
大概能接待七八位，占到了
所有世博游客的三成左右，
自由行游客的加入也是世
博游客增加的一个主要因
素。”王经理说。

本报烟台5月 12日讯 （记者
鞠平 通讯员 熊国富）弟弟翻

盖房屋，哥哥找来了本村的几个人
帮忙，帮工张某在门楼下干活时被
预制板砸死。因为赔偿问题，弟弟
时某与哥哥反目成仇，并将哥哥和
其他两名帮工告上法院，要求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在法院
的调解下，这桩纠缠了11年的积怨
终于被化解。

据介绍，1999年5月，蓬莱市潮

水镇村民时某因翻盖房子缺少人
手，遂找其哥帮忙。其哥找来了本
村的时某、周某、张某等人前去干
活。一个月后，时某等人在建门楼
时，预制板突然翻落，正在门楼下
干活的张某被当场砸死。同年8
月，蓬莱法院认定弟弟时某与张
某形成雇佣关系，判决弟弟时某
赔偿张某各项损失84574 . 70元。因
弟弟时某不肯赔偿，2005年4月，
法院将弟弟时某66000 元存款查

封冻结后转交给张某家人。此后，
弟弟时某和哥哥反目成仇，不再
来往，且多次申诉上访。2008年3
月，弟弟时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认
为张某是其哥找来的，并且预制
板的翻落与其哥以及另外两名帮
工有直接关系，要求三人对张某
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08年8月，法院判决哥哥时某等
三 人 分 担 弟 弟 时 某 已 赔 付 的
66000元及利息，各1 . 7万余元。判

决生效后，时某的哥哥、周某等三
名被告抵触情绪很大，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为此，蓬莱法院执行局工作人
员多次登门讲法释理，并对三人的
银行存款情况和家庭财产迅速进
行了查封登记。在执法人员的一再
努力下，今年4月23日，案件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三被告亲属先后自愿
将赔偿款送到法院，一起11年的积
怨终于得到了化解。

本报烟台5月 12日
讯（记者 张琪 通讯
员 曲涛 贤才）“风
暴”行动开展以来，“拒
绝酒驾”的观念深入民
心，但仍有一小部分驾
驶员视交通法规为儿
戏。11日晚，在烟台市区
环海路上，一名司机酒
后开着车晃晃悠悠就上
了路，在他后面的司机
发现后,一路跟踪并报
了警，当晚醉酒司机被
行政拘留。

11日晚8点40分，烟
台市交警支队第二大队
事故报警电话突然响
起：“喂，是交警二大队
吗？我现在开车经过环
海路，前面的一辆皮卡
车在路中间晃来晃去很
危险，司机好像是喝酒
了，你们快来看看吧。”
了解情况后，值班民警
立即赶到面包车司机所
反映的路段，在幸福六
村和幸福七村之间的土
路上，发现了曲线行驶
的皮卡车，为了避免发
生意外，民警和面包车
一直跟随其后，仔细观
察司机行驶动向，同时
联系前方民警设卡进行
拦截。

晚8点55 分，在跟
随了十多分钟后，皮卡
车最终在环海路和青年
路交叉路口，被正在执
行“风暴”行动的港务局
交警大队民警成功拦
下。起初，司机赖在车上
死活不下车接受检查，
经过民警一番劝说，这
位看起来刚20岁出头的
小伙子最终接受了酒精
检测。经核实，皮卡司机
属于醉酒驾驶。

“皮卡”蛇形前进

热心司机报警

帮工意外身亡 弟弟状告哥哥
反目11年积怨一朝化解

5月12日，在莱
州市金城镇滕北
村，一棵高约 1 . 6
米、直径 3米的硕
大牡丹花，在阳光
下显得格外艳丽、
雍容华贵，牡丹花
的周围则被紫色的
芍药包围着。据悉，
这棵牡丹花是滕鑫
荣的祖上在清朝乾
隆十二年（1747年）
从曹州府（菏泽）移
植而来，在滕家几
代人的精心呵护
下，这株牡丹虽历
经二百多年沧桑，
却依旧生长旺盛，
花开艳丽。每年春
天总有不少人前来
赏花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赵
金阳 通讯员 松
凤 王杨 摄

“牡丹王”
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