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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

自来水停了 自备井“罢工”

东南旺一社区

80 户居民饮水难

本报 11 月 9 日讯 (记

者 付茜)“ 3 天没来一滴
水了，无法吃水、洗衣、

做 饭 ， 生 活 真 是 一 团

糟。” 8 日，东南旺一社

区居民打来热线反映。

8 日上午 10 时许，记

者来到了东南旺一社区，

看到门口有一个小的水

泵，妇女老少都围在水泵

的管子前，有的拿着大盆

小盆洗衣服，还有的拿着

水桶接水往楼上抬。

“已经 3 天没来水

了，我和老伴住 5 楼，全

都七十多岁了，腿脚也不
灵活，每天提水实在太不
方便了。”一位姓朱的老

人告诉记者。

“自来水停了，以前还

有个大的自备井可以应急，

但自备井一直套用别人的

电表，自从 8 个月前供电公

司断了电后，新的电表还没

有申请下来，所以一直没

电。”韩姓村民说。

记者联系到相公街道

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因为东南旺一社

区的自来水管道在文化路

上，现在文化路正在拓宽
改造，为防止管道崩裂，

只能关闭自来水管道阀

门，居民还需要等七八天

才能供水。

东南旺一社区的王书

记告诉记者，该村已经向

供电部门申请了新的电

表，但是还没批下来，而

且居民也没有把新电表的

钱凑齐，随后村委会出面

收钱，争取供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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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 155****0598：三

孔桥小区居民家中的自来水

有刺鼻的味道(漂白粉或消毒

水味)。自从 2008年入住以来，

自来水一直如此，有居民担心

长期饮用会对身体不好。

董女士 139****6859：

罗庄红日小区和欧罗花园管

道已经铺好但不给供暖气，

小区区域是由华能负责供

暖，物业说不给供暖气是因

为暖气不够用，并且不让用

华能的暖气。

网友玫瑰橘子：关于苗

庄小区的垃圾问题记者已经

报道过几次了，但是有关部

门就是不管，问题始终没有

解决。现在不仅仅是垃圾成

山，苍蝇满天飞，更重要的是

居民焚烧垃圾，晚上浓烟滚

滚，对整个城市环境都有影

响。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居

民和物业以及相关部门都有

责任。

网友幸福&焦点：我是

普村的，我们这里到晚上就

停水，一般 8 点多就停了，晚

上正是做饭、洗刷的用水高

峰期，这个时候停水给居民

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王先生 134****2237：

燃料公司家属院今年“汽改

水”收取管道改造费，按每平

方 49 元来收取，小区总共有

5 栋楼，几百户居民，也不算

少了，小区又在市中心，但为

什么管道改造费如此高，居

民都无法接受。大家都盼这

项费用预算细则能被公示。

记者 崔洪英 整理

雅馨花园物业、实康水务面谈谈出“蹊跷事”

当年施工方“身份”成疑
所开具的发票、预算书上的公章均系伪造

本报 11 月 9 日讯 (记者

付茜 刘遥)雅馨花园自来水管道

几个月来频现漏水点，导致清水

白流，并产生了高价水费(本报曾

连续报道)。在记者的协调下，9

日，物业经理、自来水公司进行了

面谈，却发现，当年为该小区铺设

内部管网的施工队所提供的发票

和印章竟全部是伪造的，当年的

施工队是假借自来水公司的名义
进行了管网铺设。

据雅馨花园物业刘经理介

绍，经本报报道之后，实康水务派

稽查队前来勘测，帮助找到漏水

点，物业已找人修复。但自 8 月份

以来，三个月共产生水费 4 万多

元，前两个月产生的近两万元的

水费，已由物业先行垫付，但现

在，物业已无力再承担高昂水费。

“居民对管道的质量也表示质疑，

我们想找自来水公司商量一下，

怎么解决。”刘经理称。

9 日上午，在记者的协调下，物
业经理、自来水公司领导进行了面

谈。实康水务有关负责人查看了刘

经理拿来的 2006 年管道施工时的

发票、工程决算书、工程示意图等，

却发现，这其中面额为 17.5万的发

票并非水务公司开具，印章也是假

的，预算书也不对。

实康水务林总经理告诉记者，

预算书上的印章是仿冒的，因为没

有税务号，且开具的发票是手写的

商品销售统一发票，而自来水公司

只能开机打的建筑类通用的发票。

“我们查看了我们 2006 年的档案，

发现当时小区内部的管网已经铺

设完了，我们只负责小区外面 160

米的管道，还离小区门口十几米

呢，我们也只收到工程的造价款
2 . 8473 万，因为只为其接了头而

已，漏水的那个管道并不是我们铺

设的。”林总经理表示。

据实康水务徐总经理推测，出

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一是有人

冒用了实康水务的名号给小区铺设

了管道；二是公司内部人员私自盗

用实康水务名号等。“居民没有能力

辨别真假，有情可原，不过会尽快调

查，这已经牵扯到盗用公司公章的

问题。”徐总表示。

本报 11 月 9 日报道了

《隔代抚养，咋会“养”出烦心
事》一文，引起广大读者的关
注，特别一些老人纷纷打电

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有

些年轻人道出了自己的无

奈，以下是部分读者的看法。

市民赵女士：我今年

61 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

女儿，现在孩子都已经成家

有了孩子。大儿子 2002 年

结婚，第二年就添了个小孙

子。刚开始全家其乐融融，

全家人一门心思照顾孩子，

但随着接触，家里就出现了

不和谐的音符。儿媳妇和我

在生活饮食上有很多的不

同，很多时候很难统一。给

大儿子看了半年的孩子我就

回了老家，儿子儿媳妇都不

理解，也因“看孩子”这一

问题闹了不少矛盾。一直到

现在，儿媳妇还对外人说我

没有帮忙给看过孩子，让人

很是伤心。

市民盖女士：我们家今

年 3 月份有了儿子。儿子快

出生时，丈夫把婆婆从老家

给接来。我坐月子期间，婆婆

除了给洗尿布，连饭都不给

做，每次都要等丈夫下班才

开始做饭，每天晚上吃晚饭

就八九点了。不到孩子满月，

婆婆就回了老家，而且对孩

子再也不闻不问。人家都说

隔辈亲，但是我感觉婆婆对

孙子从来就没重视过。

网友素面朝天：老人看

孩子，看是人情，不看是公

道，没什么应该不应该，最重

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理解

是一味灵丹妙药，老人应该

理解年轻人，多支持年轻人

的工作，而年轻人更应该体

谅老人的不容易，照顾孩子

的同时也应该更多照顾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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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该谁看管”不该成家庭负担

只有“快不快乐”没有“应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