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政闻

2010年11月9日 星期二 编辑：侯文强 美编/组版：夏坤

C12 今日烟台

高档小区普查遭遇入户难
房子、职业、生育情况最不愿意谈
本报见习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相蕾

很多高档社区居民防范意识

强，人户分离多，让普查高档社区的

普查员遭遇“入户难”，房子、职业、

生育情况也成了住户最避讳的问

题。金海岸社区居委会专聘女性普

查员，对小区内住户进行普查登记，

然而吃“闭门羹”也是常有之事。

专门招了5名女大学生

8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金海岸

社区，刚进小区大门便被门口保安

拦下，严格登记后才被放入，居民楼

门口也采用防盗门，呼叫住户得到

允许后方可进入。普查员每普查一

栋楼，都要先经过住户允许后才能

进入楼内。

在金海岸社区居委会办公室，

几名正在录入信息的普查员都是女

性。“我们早就预料到高档小区普查

起来比较困难，专门招聘的女大学

生当普查员，这样或许会更方便入

户普查。”金海岸社区居委会普查指

导员王女士说。

金海岸社区招聘了5名女大学

生，还有社区几名女性工作人员，对

小区700余户居民进行普查登记。然

而，女性普查员在普查时也遇到了

不少困难。

普查百户，很少能进门

“普查了近100户居民，我很少进

住户的门，每一次都是在居民门口进

行登记。”金海岸社区普查员王珍说。

王珍介绍，由于是高档小区，普

查员格外注意说话方式和语气，不过

少部分居民也会为难普查员。“普查

员出示了普查证件，住户却质疑证件

的真伪，被拒之门外是常有之事。”

据了解，高档小区与普通小区相

比，房屋空置率高，人户分离现象严

重，这也给人口普查带来了不少困

难。“小区内有近200户空置房，居民

邻里关系比较淡薄，想从邻居那里了

解信息都比较困难。”王相蕾说。

第二套房？大都说没有

“很多居民连户口本和身份证

都不愿出示，更不用说房子、职业、

生育等敏感问题。”王珍说。

据莱山区黄海小区一名普查员

介绍，普查员问住户有没有第二套

住房，大都告知没有。“涉及房子面

积问题，普查员一般都是在门口目

测或根据上下楼差不多的户型，然

后确定房子的大小。”

有关生育的内容也成了普查员

普查登记的头疼事。据介绍，长表中

需要问育龄妇女生过几个孩子，现

在还有几个，一些人对这个反应挺

大，多数年轻妇女不愿回答，有过

“白发人送黑发人”经历的对此也比

较敏感。

记者寒冷天探访新海阳社区“平改坡”楼房

盖上红房顶 室温可提高4℃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苗华

茂) 烟台老城区既有建筑“穿衣

戴帽”工程已近尾声，住上改造后

楼房的居民生活如何？8日，记者来

到新海阳社区，对即将完成“平改

坡”的33栋老楼进行了实地走访。

8日上午，记者来到新海阳社

区青年南路，虽然这里的三十几

栋居民楼已有20年左右的房龄，

但经过近3个月的整修后，这些老

楼却犹如新房一般。从远处放眼

望去，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一顶

顶“红帽子”极富动感。

家住青年南路86号楼的孙先

生说，红房顶是上个月扣上的，之

后楼体间的内墙、扶手也都给粉

刷一新。以往还没“平改坡”之前，

住在顶楼真是受尽了苦头，夏天

烈日当空，家里的温度几乎和室

外差不多。每下完大雨后，家里或

多或少都得漏点雨，而冬天，由于

平顶楼保暖性较差，即使有暖气

家里的室温也要比低楼层邻居家

低三四度。

烟台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烟台市区“平改坡”工

程主要集中在新石南路以南至

山下，大海阳路以西，青年南路

以东区域，共涉及楼房33栋，73

个单元。

这些崭新的红屋顶除了有

美观的功能外，还有些什么好处

呢？负责今年新海阳区片“平改

坡”改造的通伸房管处于永波介

绍说，如今的红屋顶是由轻型钢

结构和合成树酯瓦组成的，最大

的优点是隔热，在炎热的夏天，

它可以阻挡室外的高温，顶楼住

户家里不至于被晒透，室温较平

顶时可降低 3℃左右。而在冬

天，采用尖顶树酯瓦结构，可以

有效隔绝冰雪和寒冷的空气，加

之楼梯间廊窗保温性的提高，顶

层住户家保守地说也可以提高4

-5℃。

烟台市住建部门表示，“平改

坡”是一项惠民工程，为了争取改

造更多的区域，他们每年都提前

向市政府争取资金支持，但财政

批准投入的“平改坡”资金有限，

因此改造区域只能逐步推进。

小区里常住20多个台胞
见习记者 柳斌 通讯员 滕玉波

十年前，这里还像是一

个“小渔村”，小区后是荒山

野草，简陋的砖瓦房，居住

着大量以打渔为生的渔民，

十年后，一栋栋小高层拔地

而起，渔民成市民，不少外

籍人士、台湾同胞住进小高

层，小区娱乐设施逐步完

善。经历过两次人口普查的

前七夼社区普查元于建新

讲述十年小区巨变。

据于建新介绍，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滨海路

边的旧村改造还没有完成，

包括前七夼社区在内的很

多小区还有大量简陋的砖

瓦房，里面居住着以打渔为

生的渔民。

“那时候小区环境也比

较差，几乎没有台湾同胞和

外籍人士来居住，多数是打

工的渔民。”于建新介绍说。

十年前，前七夼的周围还是

荒山野岭，小区内没有路

灯，只有滨海路上几盏破旧

路灯发出微弱的光，于建新

晚上出门普查要和同事一

块，两两结对。

如今滨海路沿途的美

丽风景线已经成了烟台的

一张名片，一栋栋小高层拔

地而起，空气清新、风景宜

人，不仅吸引了烟台本地

人，也成了不少港澳台同胞

和外籍人士的理想居住地。

“这次普查发现，前七

夼社区内常住台湾同胞有

20多人，来此避暑的也有20

余人。”于建新说，“小区外

籍人士也有近百人，比上次

人口普查大增。”

据介绍，目前烟台和台

湾已经有了直达航班。“早

上从台湾走，中午就能在烟

台吃上饭。”前七夼小区一

位台湾同胞说。

曲波受聘鲁东大学

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魏衍艳 通讯员 姚玉

勃) 8日，鲁东大学在艺术

学院举行聘任山东省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88届杰出

校友曲波为艺术学院名誉

院长仪式。曲波是著名词作

家、策划艺术家，其代表作

有《中国娃》、《和谐中国》、

《相依为命的祖国》等。

▲青年南路上的老居民楼经过平改坡后，不仅更保温，还增加了不少美感。

平改坡内部构造本报记者 赵金阳 王鸿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