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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林润

街头不是晾衣场

近日，网友“执着”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说：天气好，晾晒衣服，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可是有人把衣服晒在街头的小树上，还有的在两棵
小树之间扯一根绳子晒被单，看着也是醉了！

调查

2 月 3 日上午，记者看到网友“执着”的留言
后，随即走上街头，对晾晒衣物的情况进行观察。

记者在市区嵩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西南角看
到，路边的小树上挂了两件黑色棉袄和一件粉色儿
童衣物，树枝都被压弯了。从此处沿嵩山路向南走
没多远，路边小树之间有人扯起了绳子，绳子上搭
了好几床被子，旁边还密密麻麻搭了不少衣物和床
上用品，当风吹来，质地较轻的“万国旗”随风飘
扬，看上去甚是“壮观”。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市区汉江路、太行山路、
长江路等路段，发现在这些路段上均有在街头晾晒
衣物的现象。

网友“狗尾巴草”：，为啥要在路边晒衣服啊？
是家里没地方还是外面阳光比较好？我觉得在外面
晒衣服影响市容市貌，不能为了方便自己而损害城
市形象。

网友“木月之影”：在树上晒衣服只是不雅，我
见过更厉害的。在过道的电缆上晒衣服，如果那根
电缆有电，那多不安全啊，想想都吓人。

网友“城旁老树根”：我觉得能不能在一些空旷的
场地，搭建点专门供晾晒衣物的场所。或者在那些非
主干道、非景观区域的居民楼屋顶，搭建专门的晾衣
架，供居民晾晒，这样既无碍观瞻，又便利市民。

网友“微风牛牛”：这街头晒衣服看似是一件很
平常的事情，但是那些晒衣服的却不知道，他们晒
的不仅仅是衣服，更是文明。这一晒不当紧，衣服
晒干了，文明晒没了！

原帖

热议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林润

近日，网友“小灰灰”在朋友圈发
消息说：“以后家里的大扫除工作可以
交给这俩小机器人了。过年大扫除再也
不用我亲自动手了，真棒！”

网友“阿笨”：你是说那种扫地机
器人吗？他们扫得干净吗，质量咋样？

我也准备买一台，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响铛铛”：确实，平时工作

忙没时间打扫，晚上到家又太累不想
动，把这个交给机器人打扫真是个不错
的选择啊。

网友“四汤一菜”：我也是没有时
间打扫，本来想找钟点工帮忙，后来一
问，他们太忙，我家排不上号，只能自
己打扫了。

2月 2日下午，记者看到网友“小

灰灰”发的消息后，随即联系上他。他
告诉记者，今年他家大扫除用的就是机
器人。

2月 3日上午，记者来到嵩山路与
长江路交叉口一小区，见到了网友“小
灰灰”。“我家这个机器人是去年‘双十
一’的时候儿子让买的，买了一直在那
放，连拆都没拆开。”网友“小灰灰”
说，他这几天准备大扫除的时候，想起
来这个机器人了，就拿出来用用，没想
到这机器人打扫得还挺干净。

记者看到这个机器人整体呈圆柱
状，当开始工作后，它先沿着屋子边开
始清扫，随后便在屋子内来回转圈。

“具体它咋清扫的我也说不清，反正打
扫完之后还是比较干净的。”网友“小
灰灰”说，他当时不仅买了一台扫地机
器人，还买了一台擦地机器人。“这俩
小机器人配合着打扫，感觉比我打扫得
都干净！”

网友“小灰灰”向记者介绍，俗话
说“二十四扫房子”，他平时工作忙，
晚上回家又晚，没工夫打扫，有了这俩
扫地机器人，省劲儿多了。“本来还说
请钟点工呢，有了这俩小家伙，完全可
以把家里的清扫工作交给他们。”网友

“小灰灰”说。
网友“小灰灰”的父亲说，他们那

个年代，各家各户的卫生都是自己打
扫。也就几十年光景，家里的卫生就能
交给机器人了。“现在干啥都是高科
技，没想到这春节打扫卫生现在也能利
用‘高科技’了！”

过年大扫除 机器人来帮忙

原帖

跟帖
采访

□文/图 见习记者 王麓棣

2月2日，网友董先生在本报官方
微信平台留言说：“嵩山路沙河桥北段
的桥面上到处是坑，凹凸不平，行驶
在上面不但伤车，还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修一修。”

2月 3日上午，记者来到嵩山路沙
河桥北段的桥面上看到，桥面上坑坑
洼洼，车辆经过这里时，都会减速慢
行。即使如此，车子还是会颠簸不
已。破损的桥面上还有一些碎石子。

“桥上就这里路面最差，到处是
坑，每次开车走这里都很小心，担心
轮胎会被扎破或爱车被带起的碎石伤
到。”市民孙女士告诉记者，“这段路

最伤车胎，要一边踩着刹车，一边不
停地转方向盘，听到轮胎发出的声
响，都很心疼。桥面这么差，为什么
不修修呢？”

“破损的桥面不仅让大家出行不
便，也容易形成交通安全隐患。”市民
赵先生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修补
破损的桥面，消除安全隐患，方便大
家出行。”

桥面坑洼多 影响车通行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昨日，网友“清清浅浅”在朋友
圈发消息称：“又到春节了，我们一家
三口到底是在婆家过年还是回娘家过
年，这可真是个难题。因为这个问
题，我和他吵了一架，愁人。”

网友“认真的雪”：是啊，每到春
节，去哪儿过年可真是个难题，特别

是咱们这种双独子女，每年我也是犯
愁啊。

网友“北方的太阳”：去年我们两
口子把我父母和公公婆婆都接到家里
过年了，大家一起过年。今年还准备
这样，觉得也就只有这样，才是两全
其美的方法。

网友“似水流年”：不仅你们独生
子女犯愁，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也犯
愁。我们自己开的超市大年初一就要
开门营业，所以回家是不可能了。可
父母也不愿来这里过年，因为家里还
有其他兄弟姐妹，所以我们过个团圆
年就显得有些难啊。

网友“清清浅浅”向记者介绍，
他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每年过年就
犯愁，刚结婚那两年，每到过年就因
为这个问题生气，现在有了孩子还好
点，有时就把父母接到一起过年，不
然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独生子女来
说，过年去哪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像“清清浅浅”这样把双方父母
接到一起过年的不在少数。这种过年
方式缓解了矛盾，增加了气氛，让三
个家庭都达到了团圆的目的。

春节回谁家 小两口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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