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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口乱停车

事件

网友“熊熊”：有一次，别人在过道乱停
车害得我的车没法开出去，等了十几分钟车
主才来，最后说了句有急事就先停这里了，
我既生气又无奈。

网友“小张同学”：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试想下，别人停车堵着路了，你却急着
出去，这时你心里是啥感受？

网友“阳光少年”：我平时开车出去，如
果真有急事要停车，都会在车前挡风玻璃上
放一个联系方式，如果妨碍到了别人，至少
可以拨打电话。文明出行，方便你我他，是
大家应该做的。

1月8日，网友“简单”告诉记者，当天
下午，他到市区五一路与银江路交叉口附近
的一个小区办事。在小区门口，他看到门口
的车停得杂乱无章，几乎把小区门口堵住，
他开车走到门口发现，几乎很难进去。

随后，记者来到现场看到，有四五辆车
停在这里，一辆面包车想要进小区，却被停
挡住了路。无奈之下，面包车上下来了一个
人，司机在找个人的仔细指引下才勉强将车
开进了小区。

“有些车主图方便，完全不顾及乱停车会
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这些人的文明素质有
待提高。”市民刘先生说。

近日，网友“简单”在朋友圈发消息
称：“各位车主，停车可以停在应该停的位
置吗？小区门口几辆车停成这样，其他车进
都进不去，我也是醉了。”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淇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潘丽亚

开锁换锁、搬家、家政服务、
管道疏通……各式小广告充斥着不
少小区的楼道甚至防盗门上，洁白
的墙壁面目全非，防盗门成了“大
花脸”。“前段时间整治后，小区干
净了不少，如今小广告又来了。”
近日，不少市民向记者反映说。

楼道成小广告重灾区

1 月 9 日上午，记者走访市区
多个小区发现，不少小区楼道里都
有小广告的身影。

在海河路一小区楼道内，记者
发现，这里的小广告将居民门前的

空白墙面占了个严严实实，有的小
广告甚至重复好几次。五花八门的
小广告让本来雪白的墙面成了“大
花脸”，十分难看。

在黄山路黄山小区的居民楼
内，记者看到，几乎每栋楼的墙体
都贴满了小广告。有的小广告是用
胶水粘在楼道或者防盗门上，有的
则是用红色的印章打在墙上。

“家门口被弄成这样，让人看
了难受！”在嵩山路一小区内，居
民张女士指着墙面告诉记者。

小广告影响小区面貌

“前一段时间，小区整治，小
广告全部清除了。但没过多久，又
有新的小广告进来捣乱。你看看，
这楼道成啥样子了。”海河路工商
银行家属院的居民李先生对楼道里
的小广告十分反感。

“楼道两边全是小广告，有的
甚至贴到门上，特别不好清理。”
市民彭女士诉记者，她所居住的小
区是一个老小区，松散的物业管理
使得楼道内的小广告泛滥，每次进
出家门都觉得十分碍眼。

“我们向社居委反映小广告的
问题，社居委也经常派专人巡查整
治，但往往是旧的刚抹去，新的又
上墙。”家住戏楼后街社区二针厂
家属院的张女士诉记者。

小广告清理易、治本难

“我们小区是封闭式管理，保
洁人员每天巡视时，只要发现小广
告就会及时清理，但仍是防不胜
防。”海河路一家属院的物业经理
刘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小区小广
告清理治标容易，但是治本难。”

柳江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我们平时会定期派人清洁
小区楼道，但这些贴小广告的外来
人员确实比较难防，因为不好辨
别。”工作人员无奈地说，现在很
多贴小广告的手段也在更新，从最
初的胶水到现在的不干胶、防擦墨
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

“我觉得物业可以在小区内设
置便民信息栏或广告张贴栏，减少
小广告对楼道的‘轰炸’。“对于老
旧小区，可以组织居民一起出钱安
装楼道单元门，即可预防小广告也
可用来防盗。”“不仅物业要严格把
关进出的人，居民也要承担起维护
小区的责任。”采访中，不少居民
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楼道成“大花脸”小广告又来了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1月9日，网友“happyfll”在
微信朋友圈发消息称，一把算
盘，勾起了办公室同事们一串串
回忆。作为中国传统的计算工具
——算盘，你还会用吗？

网友“林间”：我家还有一把
父亲上学时的算盘，感觉算盘代

表着一种文化，所以一直收藏着。
网友“思思”：从来没有接触

过算盘，也不会用，只是感觉算
盘是件很神奇的计算利器。

据网友“happyfll”介绍，他在市
区金山路一家企业上班，1月8日，
一位同事带到办公室里一把算盘，
这引发了同事们的围观和讨论。

在 网 友 “happyfll” 的 介 绍
下，记者与算盘的主人李爱先取
得了联系。“那把算盘是 1990 年，

我花30元钱买的。”43岁的李爱先
说，她上学时学的财经，珠算是
一门必修课，班里的同学每人都
有一把算盘。“学校开设的还有珠
算兴趣班，班里很多同学都报名
参加了。”李女士说，兴趣班的同
学所使用的算盘珠子沉、质量较
好，这把算盘就是从兴趣班里一
位同学手里买来的。

1993 年，李爱先毕业后进入
一家企业从事会计工作。“一开
始，我把算盘带到办公室里算
账，后来随着电脑普及，算盘用
得少了，我就带回家收起来了。”
李爱先说，前几天收拾屋子，她
无意间翻出了这把算盘，就带到
了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70后’的同事都会
用，‘80后’的同事会用算盘的则寥
寥无几。”李爱先说，由于长时间不
用算盘计算，她已经有点手生了，
但依然还能地将数字算出来。

“ 算 盘 计 数 还 是 比 计 算 器
快。”李爱先说，算盘不仅是算数
工具，更是中国的一种历史文
化。“尽管科技发达了，计算工具
也先进了，但我感觉算盘不应被
遗弃，而应该让后人传承下去。
所以，总有一天我要教会孩子用
算盘。”李爱先口气坚定地说。

三下五除二 算盘你还会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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