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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狗眼中，也许他们就是“天使”，但是———

“天使”也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文/片 本报记者 鞠平 实习生 陈琳琳

格《垃圾箱“盘踞”停车道》追踪

“盘踞”停车道的

垃圾箱搬走了
但清运垃圾可能有麻烦

有市民提议用地埋式垃圾箱

本报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王红平) 17日，本

报报道了上夼东路附近一停车线内

垃圾箱抢占车道，令车主们很无奈一

事。18日下午，芝罘区城运处的工作

人员来到现场，将垃圾箱搬到了附近

人行道上。

18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在上夼东

路看到，停车线内的垃圾箱已经搬到

了右侧的人行道上，被占的停车位顺

利露出了“头角”，已经有车辆停在了垃

圾箱原来位置的一角。

“咦，怎么挪到上面去了？”骑着

老年助力车前来扔垃圾的一位市民，

特意将车子靠到路边，一脸惊异。

“垃圾箱是公共设施，一般不能随

便移动。”城运队的赵队长说，垃圾箱已

经放了十多年，比停车线的“年龄”还

大。考虑到市民长期习惯了将垃圾送

到此处，随意挪动后市民可能还会随

手将垃圾倒在原来位置，造成卫生死

角，所以，只得在原来位置上进行了小

幅度的移动，将停车位让了出来。

“搬过来之后，车主是好了，但垃圾

清运可能就麻烦了。”一位负责清理垃

圾的工作人员不无忧虑。他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清理一次垃圾，

那时候很多车子都还停在停车线内，

稍不注意堵住垃圾箱的位置，清运起

来就会比较麻烦。

“小范围的移动垃圾箱只是治标

不治本的办法，还是尽快换用地埋式

垃圾箱实用。”在此打扫卫生的环卫

工人陈大叔这样提议。

给居民送健康

为进一步推进社区健康建设，提

高社区居民健康意识，近日，毓璜顶街

道大海阳社区计生协会联合烟台毓璜

顶医院为社区居民们进行了“健康进

社区”义诊活动。3名专家在社区为30多
名居民进行了免费义诊，获得了广大

居民的好评。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冷晓燕 摄

看见狗被撞死蹲下就哭

找不到组织就建个组织

20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天使之家”的

会长“可乐”。“到我去世之前，没有狗患就

可以了……”见了“可乐”两次，两次她都
这么说，这是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她最大

的愿望。

很多人都没法了解，一个年轻貌美

的姑娘却愿意整天混在流浪狗堆里，尤

其是天天照顾老弱病残的流浪狗。“可

乐”给记者看了几张他们收养流浪狗的

照片，有些长了瘤子，有些皮肤过敏，

“不过它们现在都治好了……”看着她

脸上明媚的笑容，记者多少能体会到她

对流浪狗的感情。

“可乐”在做“天使之家”这个协会

之前，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从小就爱

狗的她，开车出门经常会碰到有流浪狗

被车撞死，每次见到这样的事情，不管

在哪，她蹲下来就哭，哭得很伤心，以至

于总让别人误以为撞死的是她的狗。

几次遭遇之后，“可乐”一直想找个

宠物协会加入，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

到，她一咬牙就想自己做，于是就有了

现在的“天使之家”。“天使之家”现在有

两个QQ群，500多名义工，但平常日子

能定期参加活动的人并不多，所以协会

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靠“可乐”一人来

忙活。

在被采访的两个小时里，“可乐”接

了十几个电话，而最后一个电话把她和

记者带去了抢救流浪狗的现场。

先从老弱病残救起

救一个就救活到底

“天使之家”是从2009年开始筹建

的，说起刚开始兴办的情形，“可乐”和

王正帅(协会里的电脑能手)说挺难的，

而且还因为理念的错误，害了一批狗。

“我们现在从老弱病残救起，救一个就

让他们有吃有喝，能好好生活，这是之

前给的教训……”

“天使之家”刚成立不久，许多义工

救狗心切，看见流浪狗就往基地送，而
且没有做好检疫等工作，导致基地一下
子涌进了大量的狗，于是可悲的事情发
生了，基地里出现了狗瘟，几乎害了所

有的狗。从那以后，“天使之家”有了这

么一个规定，要救就救活，要不然就别

救。“现在我们基地所有的狗都打了疫
苗、狂犬、打虫，还做了绝育手术。”

在“可乐”眼中，每一只流浪狗都
是可爱的。去年“可乐”等救助了一只

白色的雪獒，当时这只雪獒脖子上长

了一个大大的肉瘤，蹲在一个三轮车

上，身上挂着一个木牌子，写着“狗

肉”。“可乐”将它买了回来，给它取名

“大宝”。“可乐”告诉记者，刚买回来

的“大宝”两个周不会叫，可是现在
“大宝”特别亲人，看见生人来还会开

门。

“可乐”喜欢告诉别人每只救助过

的流浪狗当初的样子，现在的样子，每

次“可乐”讲述流浪狗故事的时候，都是

神采飞扬的。

协会资金来自义工捐款

仅靠双手扩大基地规模

2011年1月1日，“可乐”和协会里的

几个骨干跑到福山大集，救下了三只差

点被屠宰的流浪狗，花了一千多块钱。

王正帅对记者说，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

办法，不应该花钱买，可是他们现在能

力有限，只能无奈选择这个办法。

目前“天使之家”的经济来源只有

一个——— 义工捐款，每当有救助活动
时，“可乐”就在群里发起募捐。由于没

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天使之家”的

基地很简陋，是莱山一座小土山上的一
座旧房，连屋内的吊顶都是“可乐”几个

人亲手做的，每月的租金200元，基地里

有位阿姨负责喂养、清扫，大冬天也要
住在山上，这个人就是“可乐”的妈妈。

今年，“可乐”和王正帅等人准备

扩大基地，因为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收

养更多的流浪狗。可是由于资金问题，

已经将工人请上山，无奈又带着工人

们下了山，最终“可乐”们决定自己买

材料自己做。

除了缺钱，“天使之家”还面临着

人力上的制约，大部分义工可以在财

力上贡献一些，但很少有人能像“可

乐”一样将大量时间投入在流浪狗的

收养上。“可乐”说，救助流浪狗是个

长期的活，要是没准备好，你就不要
做，没有足够的准备你就不要伸手，半

途而废跟刚开始就放弃的人一样不负

责任。

“天气真的很冷，有人
不理解我们，但是我们只

想说，只要狗狗们过得好，

我们比谁都幸福……”给
基地做屋顶吊顶是冬天，

天气非常冷，做工结束后，

一位“天使之家”义工这样
写道。

在烟台喜欢小猫小狗
的市民，很多人都知道“天
使之家”这个名字，这个协
会其实很小，费尽力气建

立的基地目前只收养了20

来只流浪狗，就已处于饱
和状态。但这个目前还没
有官家身份的民间协会却
很有名，而且在简陋的条
件下，做出了很多成绩。

“天使之家”会长“可
乐”最大的愿望是：“在我
去世之前，没有狗患……”

“天使之家”的会员们正在救助一只受伤的小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