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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C

降温突来袭，老年人买菜出远门不方便

社区期待“蔬菜便利店”火起来
本报记者 寇润涛

11月8日，烟台市迎

来立冬以来首次降温，

走在大街小巷的人们都

裹紧了棉衣。伴随着降

温，社区“菜篮子”成为

居民们最关注的话题。

尽管烟台市为扶持失业

人员再就业，早在2008年
8月就推出了失业人员

再创业的青春创业项

目———“社区菜篮子”，

但是目前一些社区仍缺
少方便居民就近买菜的

社区便利店。

8日上午，记者来到芝罘

区东山街道办事处的福山路

社区。沿着纵贯该社区南北方

向的福山路，记者发现，沿街

商铺中没有一家专门经营蔬

菜的便利店。

“我刚步行到民生小区那

边买回来的菜，天太冷了，谁让

咱家楼下没有卖菜的呢？”社区

居民孙延庆老人拎着一捆大

葱，冻得在路口使劲跺了跺脚。

孙延庆告诉记者，以前附

近都是摆摊卖菜的小商小贩，

居民下班就可以稍点菜回家

做饭。但是，后来对社区内的

小商小贩进行了集中整治，菜

摊也就没有了。

“现在居民们想卖菜必须

到福山路社区相邻的民生社

区菜市场。”在福山路社区内

开小餐馆的张老板说，他骑着

摩托车用不了两分钟就能到

的菜市场，但对于社区里的老

年人来说，这距离可不近便。

福山路社区的居委会主

任范秀凤告诉记者，2008年8

月，烟台团市委、劳动局面向

失业人员推出了“社区菜篮

子”创业项目，引导失业人员

寻找新的工作契机。

“简单说就是在社区开蔬

菜便利店。”范秀凤说，这种便

利店以服务小区居民为主要目

的，从早晨6：00到晚上8：00为社

区居民提供日常蔬菜。

目前，“社区菜篮子”乡村菜

园果蔬连锁超市已成功在芝罘、

莱山、福山、开发区四区的社区

相继开门营业。但是，直到现在，

福山路社区也没有开一家这样

的社区蔬菜便利店。

“政府也出台了很多优惠

政策。”范秀凤说，政府为了专

门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为参与“社区菜篮子”乡村菜园

果蔬连锁超市的创业人员可以

提供最高3000元补贴和5万元无

息贷款等优惠条件。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

一些不靠近农贸市场的社

区，居民们都热盼社区能早

日有人开一家蔬菜便利店。

但是，目前一些正在经营的

社区蔬菜便利店却有着自

己的难处。

8日下午2点半左右，在民

生小区同合里路一家“利民菜

店”，不断有居民进店来买菜。

同时记者发现，这家蔬菜便利

店的门口便是沿街菜市场。

谈起目前蔬菜便利店的

经营状况，王老板告诉记者，

虽然最近降温，但市场上的蔬

菜上市量并没有减少，而且价

格也没有出现大幅变动。但

是，由于每年都要交纳一千多

元的房租，她的店经营成本远

比门口农贸市场的菜摊多，“现

在我只能通过往饭店里送菜，

来赚点钱养家。”她表示也很期

待自己的蔬菜便利店能早日

火起来。

居民们怀念“自家楼下能买菜”

居委会主任期待“社区菜篮子”

蔬菜便利店心愁“如何才能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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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邱祎

见习记者 牟晓梅) “车库都

改成了商铺，小区乱糟糟的像个

大市场。”8日，记者采访中发现，

位于开发区泰山路的一小区内不

少车库改建后被租赁出去，居民

叫苦不迭。而由于车库属于私人

所有，物业表示无法强制干涉。

“车库出租，水电齐全。联系电

话XXXX。”8日，记者走进位于烟台

开发区泰山路的一小区时，随处可

见这样的贴纸广告，小区的车库大

部分都不是用来放车的，一栋楼三

个单元的十多个车库，80%以上都

改建成了商铺。像理发店、便利店、

化妆品店、干洗店、甚至成为一些

培训班的临时授课地，还有的是快

递公司的办公地点等等。

“太乱了，根本不像居住区。”

8日，在采访中，小区的不少居民

对这样的“改建”都在不断抱怨。

居民孙先生告诉记者，对面居民

楼的车库租给一个水果商，凌晨

三四点水果商贩赶着上市，就会

被吵醒。孙先生说，家里还有个不

满周岁的孩子，这么一折腾，真是

有苦难言啊。

住在12号楼三单元的柳阿姨

说，她好几次都发现，有的租户将

脏水随手倒在路中央。柳阿姨说，

“这要夏天还好说，现在冬天已经

到了，如果温度再低一点就会结

冰，居民的出行安全谁来保证？

针对此事，记者来到负责该

小区的物业公司，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根据物业管理法，这不属于

他们的管辖范围，他们无权干涉。

“车库是业主的私有财产，他们如

何处置，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物

业工作人员如是说。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内一家

理发店，店内并未悬挂诸如营业

执照以及卫生防疫部门的许可

证明等，在连续走访了几家店面

后，记者发现这些店铺分别存在

不同的问题，根据经营行业的不

同，归属不同的部门管理。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咨询了开

发区工商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表示，工商部门曾经进行多次

治理，但效果都不佳。这是开发区

存在的一个严重扰民问题，开发区

管委会也曾出台多个相关政策，一

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小区车库纷纷变身成商铺
居民抱怨扰乱环境，物业表示无权干涉

小区的很多车库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

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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