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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居委会里难觅“男管家”
相关人士：受传统观念与工资待遇影响，少有男性愿迈进居民会大门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孔雨童) 三年一次的居委会

换届选举正在进行。记者走
访芝罘区不少街道发现，多

数居委会成员都是由“娘子
军”组成，有的街道甚至只有

一两个男性居委会工作人

员。相关人士表示，传统观念

作怪、工资待遇不高等，是阻
碍男性走入社区工作的门

槛，尽管目前很多社区事务
都急需男性参与。

26日，在黄山北社区，记者
看到，居委会全是清一色的女

性工作人员。居委会侯主任

说，她们希望社区工作能有一
些男士参与。像有时社区里有

夫妻打架了，女性工作人员可

能拉个架的力气都不够；冬天

有时要组织大家扫雪，有男性

工作人员可以帮着抬抬清雪
剂。“重要的是有时我们需要
入户了解情况，像人口普查经

常是在晚上，小区里流动人口

多，女工作人员经常要两个人

一起去，有点不方便。”

在所城里社区居委会，正
在忙着统计社区情况的，同样
全是娘子军。居委会王主任告

诉记者，她在社区工作很多

年，很少见到居委会有男性工

作人员，只在2010年新招的一
批人中，看到了男性的身影，

但是人数也不多。“以前都觉

得居委会的工作就是大妈干

的活，但是随着现在居委会工

作日益重要，很多角色还是需
要男士担当。”王主任说，如果

以后能增加一批男士，相信居

委会的工作会更好做。

据芝罘区政府部门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有的街道

有一两名男性居委会工作人

员，有的干脆没有。2010年，芝

罘区曾经公开招聘居委会工

作人员，但是报名的男性只占

两成左右。最终被录取的男

士，有两三名在工作了一年之

后也辞职了。

居委会的大门，为什么男

性都不愿迈进？据相关人士解

释，首先是传统观念在作怪，

总觉得婆婆妈妈的事，男的来

做不合适；其次，目前居委会

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都不怎

么高。这两点造成这个岗位对

男性吸引力不高。“女的干还

可以，男的毕竟要养家，这样
的收入还是显得低了点。”一
名居委会工作人员说。

小棚顶上木柴成堆，火灾没准就会找上

昨一社区“清柴”上千斤
格山东好味道食品公司

闻香识“味道”

4月25日上午，在烟台市
毓璜顶宾馆，宾馆的厨师长正

在大显厨艺。不过当天的主角

不是那些美味的菜肴，而是菜

肴中必可少的鸡精。据介绍，

山东好味道食品公司新近推
出了“好味道”鸡精，在烟台的

新品推介会上，该公司请来了
烟台市的各大酒店宾馆的主

厨们，共同来品“味道”。

通讯员 汪冬霖 摄

格南洪社区

美化家园

近日，南洪社区党委组织

辖区自管和在职党员开展了
“美化家园”义务劳动。党员们

佩戴党徽，走上街头，进入楼

栋，清理野广告。

通讯员 阎爱华 摄

格黄山北社区

上“低碳”课

近日，黄山北社区与一

家超市联合举行“珍惜地球

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

低碳生活”主题活动，让社
区居民利用好身边的资源，

树立良好的节约观念。

通讯员 侯羽萌 摄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孔雨

童 通讯员 侯羽萌) 小棚顶

上堆着层层叠叠的柴火、破布，离

上方居民家的厨房只有半米的距

离……不少老小区小棚顶已经成

了火灾的隐患区。昨日，毓璜顶街

道联合黄山北社区，清除了该社

区小棚顶的木柴上千斤。

26日上午8点多钟，记者在

黄山北社区文化七巷看到，一排

离地一人高左右的小棚顶上堆

满了成捆的树枝、破旧木门、木

板等杂物。再往上看，木柴堆上

方半米远的地方就是后边一排

居民楼的厨房，透过玻璃窗可以
看到不少煤气灶。

“不少小棚顶都是这样，我
们成天提心吊胆的。”小区居民

李女士告诉记者，小区一些老人

家中还在生炉子，平日里也喜欢

用木柴烧水，所以就把捡来的木

柴堆在小棚顶。就在今年的正月

十五，不知楼上哪里落下一个烟
头，然后这里的小棚起了火。

记者了解到，居委会曾找城

管部门来清理，但考虑到有些居

民家要生炉子，就把清理的时间

延后了。

9点钟左右，毓璜顶街道市容

环境管理所和城管中队、居委会

工作人员来到文化七巷准备“清

柴”。“我们提前下达了通知，让他

们自己先清理，已经通知了多次，

老人们还是不愿意搬。但是不清

除不行，实在太危险。”毓璜顶街

道市容环境管理所的秦海渤所长

说，在大海阳社区、毓东社区等老

小区，不少小棚顶都堆满了木柴，

有的甚至侵占了消防通道，一旦

有火情将十分危险，消防车都进

不来。“今年我们将对这些危险地

带进行一一清理。”

26日，整个黄山北社区一共

清理木柴、杂物上千斤。老居民

张老先生对此既表示理解又心
存苦恼。“为了大家安全，这是对

的。可是，小棚里已经满了，真不

知道该把这些木柴放在哪里。”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鞠

平 实习生 张露 ) 在所城

里的几条老街上，不少私家车

乱停，将原本的双行道变成了

拥挤的单行道。道路窄了，来来

往往的行人加上来来往往的车

辆，让路过的行人心里，增添不

少苦恼。

“在人流多的时候，像中午

什么的，从上面向阳街道市场

买完菜回来，不时会有车子在

后面跟着。”家住所城里社区的

王女士对记者说。记者看到，所

城里的住宅都是老宅，几乎都

是一户挨着一户。住宅区内有

几条供车辆双行的十字路，如

果没有阻挡，车辆在其中自由

穿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

靠近市场，不少市场里的商家

开着运货的小面包车从老街中

经过，还有不少老街里的店家

将自家的车子，往路边停靠。这
样，就造成了麻烦。

家住福来花苑的于先生每

天上班都会经过一条老街，原本

就不宽敞的路被停在周围的车

子一挡，道路变窄，路过时需要
等很久。如果遇到双向都有车来

的情况，车辆还要相互慢慢让

道。于先生说，所城里属于老城

区，原本就没有什么停车场，现

在很多地方都没有人员管理。

后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
重，在几条老街暂停的车子越来

越多，路过的行人有时甚至被车

赶着走，心里既害怕，又很无奈。

“应该做一下改变才行，比

如出台相关规定，老街内不允许
停车，或者只允许在一侧停车，

大家都按规定停车，情况肯定会

好很多。”于先生提出了这样的

建议。

本报 4月 26日讯 (记者

宗韶峰 实习生 郭
羽 ) 欧式的墙体，中式的

楼顶，走在福山区奥林峰
情小区的确让人感觉不

同。可是，当何女士兴高采

烈搬进奥林峰情小区时，

却被物业告知，小区不让

安装太阳能。这让何女士

很诧异，怎么会有这样的

规定？

2 6日，记者找到了奥

林峰情小区的物业新天地

物业公司。值班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业主要安装
太阳能热水器，需要在房
屋设计的时候提出申请，

在设计居民楼楼顶的时

候，会根据业主的申请，预

留出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

管道。而奥林峰情小区的

所有居民楼在设计的时

候，都没有预留管道。要是

现在业主私自安装太阳

能，会对居民楼的顶部砖
瓦结构造成破坏，可能造

成顶层透水。同时，屋顶的

坡度较大，太阳能的安装
和维修会有一定难度。

现在，业主们无法安

装太阳能，只能选择用浴

霸洗澡。但是新的问题又

来了：因为使用浴霸，增加

的电费让业主们心里很不

舒服。“浴霸费电不说，还

不方便。”业主李先生说，

“以前家里有太阳能，晚上

一回家就有热水用。现在

回到家之后，还要等上十

几分钟才有热水。真让人

不习惯。”

即便如此，一些业主

也表示支持物业的做法。

家住顶层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物业这么做，也是为业

主的安全考虑，要是有人

因为安装太阳能导致楼体

受损就不划算了。业主林

先生也属于支持派，他说，

奥林峰情小区的楼顶没有

太阳能，看起来很整齐，感

觉十分有个性，与周围其
他小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格奥林峰情小区

物业不让装太阳能

业主看法不一

关注社区居委会换届
一年一度的社区居委会换届又到了，“小巷总理”们是如何面对换届，换届采取

何种方式，居民反应如何？今日，本报推出“关注社区居委会换届”系列报道之七。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小棚顶的木柴与杂物。孔雨童 摄

格所城里老街

私家车停多了，双行道成单行道

几条老街何时能不再拥挤

福山区奥林峰情小区楼

顶看不到太阳能的影子。

宗韶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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