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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漏水殃及大街

山城区秦女士来电：

朝霞街与春雷路

交叉口西北角的原郊区办公楼有一处厕所

管道漏水， 污水滴到春雷路人行道上四处

迸溅，臭味刺鼻，极大影响了从此路过的行

人。 此事已持续近一周的时间，一直无人负

责维修。

记者调查：12

月

11

日， 记者在秦女士

所说的地方找到了漏水管道， 锈蚀的管道

仍在向外渗水， 楼下原本雪白的墙壁已出

现大片污渍。 此处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表

示污水来自楼上一所补习学校的厕所。 记

者找到这家补习学校了解情况， 该学校一

名女士称，前些天学校的厕所管道堵塞，导

致污水外流， 几天前疏通过但问题没有彻

底排除，他们随后会找人再来维修。

晚报见习记者 王 帅

促销海报内容引争议

新区读者徐小姐来电：12

月

14

日她在

黄山路某超市购物时， 看到该店促销海报

上写有“购物满

58

元，可享受

29.9

元花生

芝麻调和油一桶”字句，她理解为购物满

58

元商家送食用油，消费了

60

余元的她于是

就找店方领取“赠品”，没想到店方却以消

费满

58

元可用

29.9

元购买促销食用油解

释并拒绝了她。 徐小姐认为，店方如此促销

应视为消费欺诈。

超市经营者回复：

促销的食用油原价

比促销价高很多， 店内以低价促销对消费

者已经很优惠。 海报上的意思是达到购物

标准的顾客可以便宜购买，并不是赠送。 目

前该促销海报有关内容已经更改。 对于海

报原来内容引起消费者误解， 店方表示抱

歉。

晚报见习记者 苗 苗

化粪池将满盼处理

新区新世纪广场东商业街代先生来

电：

这里的不少商户最近发现，店内的厕所

一用就堵， 他们觉得应该是街道的化粪池

满了， 因为几年来他们从未发现有人来清

理过化粪池。 冬季外出如厕非常不方便，可

又不知该向哪里反映， 他们希望有关部门

能尽快前来解决。

晚报见习记者 李 崇

路灯开关时间该调整

山城区一些市民近日来电：

入冬已久，

山城区城区主干道路灯亮、 熄时间似乎还

是执行着夏季标准，晚上亮灯很晚，而早上

又在天亮之前就关掉了灯， 这让夜行和早

起的路人特别是学生和老人感觉非常不

便。 市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调整路灯开

关时间，主干道路灯能早亮晚熄，让山城多

些温馨和安全感。

山城区市政管理处路灯所袁所长回

复：

山城区路灯开关的时间原定的是一周

两调，但近日忙于相关街道的施工，没有对

路灯开关时间进行调整。 袁所长表示，一定

会在两天内对山城区所有的路灯开关时间

进行调整。

晚报见习记者 郭 坤 沈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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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商户营业 楼上孩子分心

学校临街教学楼问题多

晚报见习记者 陈海寅

家长反映：临街

教学楼问题多

“鹤壁四中寄宿班教学

楼临街，楼下就是小饭馆和

小作坊， 每天乱哄哄的，孩

子们上课都没法静下心。就

这事儿我们跟学校已反映

很多次，但一直都没得到解

决。 ”

12

月

12

日，山城区的

李先生拨通本报热线电话，

反映鹤壁四中部分班级教

学环境太差。

12

月

13

日，记者来到

鹤壁四中。 因为是周末，校

园里显得有些冷清。 经了

解， 该校分寄宿班和走读

班，在学校食宿的学生都在

寄宿班上课。

现场观察：小饭

馆小作坊噪音大

在学生指称的那座临

街教学楼上，透过一些教室

的窗户记者看到，教室里面

的光线确实不太好。

在学校门口，记者看到

刚才所到的那栋教学楼下

确实有个小饭馆。因为临近

中午， 饭馆的生意很红火，

一直有客人进进出出。在这

家饭馆隔壁还有一间加工

不锈钢制品的作坊，不断从

里面传出刺耳的切割金属

的声音。

学校答复：只要

问题属实都会做出

解决

教学楼紧临街道，而楼

下就是饭馆和加工不锈钢

制品的作坊，这样的环境不

影响教学吗？

12

月

15

日，

记者采访了鹤壁四中的有

关负责人。

“这些情况我们都了

解，目前也在一步步地加以

改善。 ”该校负责教育工作

的一位副校长说。针对学生

家长提到的问题，这位副校

长一一作了解释，他说：“楼

下的餐馆， 学校多次协商

过，现在他们把营业地点都

转移到了室内，并在营业时

间上也做了更改，尽量在学

生 们 休 息 的 时 间 段 里 营

业。 ”

说到楼下不锈钢制品

的加工作坊 ， 副校长说 ：

“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太留

意 ， 既然现在提出来了 ，

我 们 下 一 步 就 去 跟 店 方

协商 。 让他们搬走可能有

些难度 ，但可以让他们把

有 噪 音 的 加 工 作 业 放 到

早 上

7

时 前 或 是 中 午 的

休息时段 ，尽量不影响学

生的学习 。 另外家长要是

对 学 校 的 教 学 方 面 还 有

什么异议 ，都可以向校方

反映 ，只要是确实存在的

问题 ，我们都会去尽快解

决 。 ”

教育部门：联手

环保部门下发整改

通知

对于鹤壁四中的这一

情况， 记者又采访了市教

育局学校周边环境治理办

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该

工作人员说：“这个情况我

们会联合市环保局进行现

场勘察， 如果情况属实就

给商户下发整改通知 ，让

他们调整营业时间或是在

营 业 操 作 中 采 取 隔 音 措

施。 ”

烧荒要不得

12 月 14 日，新区淇河铁路桥

西侧的荒坡枯草被人点燃，附近的

花草、树木不同程度被烧伤、烧毁

（下图）。

同日，浚县卫河畔大片荒草遭

人焚烧， 过火处几十棵杨树遭殃

（左图）。

烧荒是秋冬季节常见事，对

此，专业人士认为，烧荒后呈碱性

的草木灰大大降低了土壤中的氮

素含量，造成肥力损失；烧荒生成

的烟雾、毒素污染空气，使患呼吸

道疾病的机会增多，并容易诱发酸

雨。冬季天干物燥，烧荒火势难控，

极易引发火灾， 轻则烧死树木，重

则焚毁森林。

晚报记者 邓少华 见习记

者 马 珂 摄

□岳保红

超市购物篮多有污

垢，很多消费者不满购物

篮的卫生状况，呼吁超市

定期清洗消毒，并期盼相

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情

况 (详见本报 12 月 12 日

6 版《超市购物篮成“垢污

篮”》)。 在呼吁的同时我

们是否能够反思一下干

净的购物篮为啥变脏了？

是谁弄脏了超市的购物

篮？

超市为消费者所提供

的购物工具属于公共用

具，所有权属于超市，消费

者则拥有使用权。 既然购

物篮是供所有消费者免费

使用的， 在不同消费者之

间交叉使用就在所难免，

就是购物篮放在那里不用

也会随着灰尘的增多而变

脏。 我们不计每天自然产

生的灰尘， 现在超市销售

的物品大部分都有外包

装， 就是水果蔬菜也有袋

子装，这么看来，除去自然

灰尘，购物篮是不该脏的。

可是它的确脏了。

我们先来问一问进入

超市购物的消费者，使用

购物篮的时候爱惜不？ 笔

者在我市一些大超市发

现有的消费者用行动证

明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否

定的。 购买的东西比较多

时干脆就直接在地上推

着购物篮走，地面上的污

垢能不弄脏购物篮吗？ 有

的推着购物车放上篮子，

篮子里再坐着孩子，购物

篮成“婴儿床”。 还有一些

购物篮成了“垃圾篮”，纸

屑、 果皮都投进了购物

篮。 如果篮子是自家的，

还会有人如此使用吗？ 关

键是公用的东西，爱惜的

意识自然就淡薄了。 看来

消费者自己应该为购物

篮变脏负一份责任，使用

公共购物工具时应该爱

惜， 养成良好的购物习

惯，这样既对自己有益也

方便他人， 一举双得，何

乐而不为？

再来看一下购物篮所

有方超市的行为， 购物篮

卫生重视了吗？ 超市是公

共服务场所，人流量较大，

因此对超市卫生的要求应

该比较严格。 现在饭店食

品安全抓得很严， 要看公

用餐具是否洗净， 是否经

过消毒，病从口入，把食物

送进口里的餐具应该严格

把关。 购物工具列入超市

卫生清洁范围了吗？ 超市

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定期

会对购物篮分批进行清

洗”，但是购物篮依然布满

污垢， 这就说明存在卫生

隐患的购物工具并没引起

超市方的重视。 购物篮携

带的病菌也不少， 超市和

卫生管理部门应该引起重

视了。

消费者的卫生安全意

识也不强， 虽然碰到购物

篮比较脏的时候， 大部分

人采取 “挑选干净点的使

用”， 但笔者也注意到，看

到篮子比较脏时， 很多消

费者照样拎起来使用，并

无人因此去向超市或者卫

生监管部门反映自己的权

益受到了侵犯。

为了让超市的购物环

境更加卫生、健康，经营

者和消费者都应该为公

共购物工具的卫生负一

份责任。 超市可在摆放购

物篮的地方贴上一个小

提示， 提醒市民爱惜使

用， 公共卫生靠大家。 消

费者应自觉一点， 例如购

物时自觉将生熟食品分开

包装、放置，避免肉、鱼等

生鲜食品的汁液污染购物

篮、 购物车； 不要让孩子

直接站在购物篮或购物车

内； 购物回家后立即清洁

双手， 避免病菌交叉感

染。 经营者应该定期对购

物篮进行清洗， 确保市民

购物卫生安全。 细节决定

成败， 市民都有到卫生环

境较好的超市去购物的意

愿， 超市方对此积极一

些， 无形之中会吸引来更

多消费者， 千万别让细节

问题挡住了消费者进入的

脚步。

谁弄脏了超市购物篮？

街谈巷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