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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鱼鳞病有新方

地址：合肥濉溪路3号【双岗工行斜对面】QQ：1263641442
0551-3163883 13966660758电话：

合肥百姓门诊独家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纯中
药雾化吸入疗法”治疗鱼鳞病，通过熏蒸仪将祛鳞
解毒药直接导入汗腺，10天见效，愈后不易复发。

换客频道给您免费的交易平台。赶

紧 拨 打 市 场 星 报 的 热 线 电 话

0551-2620110，或登录本报星空社区

（www.xksq.net）网站，参与换客行动

吧！以下是今年第6期换客清单：

朱先生：转让一个好孩子牌手推

车。联系电话：18955101032。

方女士：转让挖掘机内的空调压缩

机。联系电话：15056970891。

沈女士：转让21世纪英语学校储值

卡。联系电话：13866140174。

记者刘欢

换客频道

这些小窍门
助你省省心

做主妇，只要方法得当，其实也可以

很快乐。你瞧，今天我们的快乐主妇又

给您整理出不少好窍门，对照看看，总有

您需要的：

1、炸馒头片巧省油

方法：先将馒头片在一碗水里略微

浸泡之后再放进油锅里炸，省油又健康,

外观口感更好。

2、巧煎饺子

方法：在平底锅内加少量油,稍热后

放入一个小钢蒸屉,把饺子放在上面煎,

均匀不糊。

3、巧存豆腐

买来的豆腐，很容易变质，放在冰箱

里最多只能存上两三天，而且容易发粘。

方法：把豆腐放在盐水中煮开，放凉

后之后连水一起放在保鲜盒里再放进冰

箱，则至少可以存放一个星期不变质。

记者 江亚萍/整理

快乐主妇

“长相”普通，历史悠久

沿着干净的小路，一路往胡大井巷深处

走去，不一会儿，便能见到胡大井的“庐山真

面目”。井口不算大，成年人用手就可以度

量出它的直径，倾身探井，古井“深不可测”。

一听说记者来采访古井的故事，居民们很兴

奋，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起古井的故事。

正在水井沿边洗衣服的卫奶奶说，这

口井少说也有百年历史了，因为她的母亲

小时候就很喜欢在井边玩耍，“她老人家今

年已经94岁高龄了。”

井水清澈，养育一方人

卫奶奶一边和记者聊着古井的故事，

一边熟练地从井里取水，“在井边长大的孩

子，很多都是打水高手。”她现在还记得，自

己小时候放学后，和弟弟一起到井边取水

的情景。

关于井的来历，她说，老人们曾说起

过，好像是居民们为了取水方便，一起修了

这口井，由于井水清澈，附近的居民也都慕

名而来。“现在的水没有以前清澈了，可大

伙还是喜欢来井边洗洗涮涮。”卫奶奶说，

古井遭难，差点被填

在卫奶奶的印象里，上世纪80年代，古

井差点没了，当时为了建楼房，有人曾经要

把古井填了。“有一天，一帮人拿着榔头、铁锹

等工具来到井边。就在这群人准备动手之

际，居民们站出来保护古井，我们抢下他们

的工具，说什么也不允许他们动手。”

“这口井是我们的宝

贝，任何人都别想打它的

主意。”在居民们的强烈

抗议下，最终古井“幸免

于难”，被完整地保存到

今天。

一口古井，一条小巷，一段岁月

胡大井巷里的百年古井
在省城二里街胡大井巷，有一口古井名为胡大井，知道来历的老人们都说，它是

一口百年古井，小巷的名字正是来源于这口井。听说本报正在全城征集“留存合肥

记忆小区”，小巷的居民致电本报称，希望能写写这口古井的故事。

成毅 名山实习生 陈文婧 记者马冰璐/文 王婧莹/图

社区“理解吧”巧解邻里烦心事

“出门遛狗时一定要

牵引狗绳、避让行人……”

在合肥蜀山区龙居社区的

“理解吧”里，社区工作人

员正在给一对养狗的小夫

妻“上课”。原来，小夫妻

俩养的狮子犬因为行为

“粗鲁”，把邻居刘大爷给

惹恼了。

柴郎 记者刘元媛

47岁还能参保吗？
王女士问：我爱人今年快 47 岁了，

能否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

合肥市人社局回复：根据养老保险

有关规定，如果他现在是合肥市行政区

域内非农业户口，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有劳动能力，未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自由职业人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同时可参加职工医保。

另外他还可选择到户籍所在地社居委参

加居民医保。 记者 宋娟/ 整理

星报讯（李然 陈文婧 记者 祁琳）

“我们小区到处都是鸡和狗的粪便，住在

这里感觉很不舒服。”日前，合肥市民丁

大爷致电本报，称自己居住的 327 地质

队小区，鸡鸣狗吠，不绝于耳。

昨日，记者来到丁大爷所在的合肥

市长江东路 115 号 327 地质队小区。刚

走进小区，记者就看到几处草坪上鸡

群正在觅食，而一路走来狗的叫声更

是不绝于耳，地上随处可见它们的排

泄物。“在小区里养鸡养狗已经持续有

好几十年了，大多是老人们闲来无事

养来解闷，像这样的鸡群大概有十几

个。”居民王奶奶告诉记者，“一到晚上

就能听到狗乱叫，吵得人睡不安稳。

每年都有居民反映，地质队办公室也

通知检查卫生，但是治标不治本，没过

几天又‘复发’了。”

记者随后采访了 327 地质队小区保

卫科的工作人员，一位乔姓保安称，小区

的居民大部分是地质队家属，以前地质

队在野外找矿时，家属就会生活在山区，

习惯养些鸡和狗。“我们也不能把狗直接

打死。每年都会管理，但那些老人还是

继续养。”乔姓保安无奈地说，“这种养鸡

养狗的事，早已成为老人们的生活习惯，

不可能一时间就能根除。”

这个小区有点吵 鸡鸣狗叫扰清幽

“半边天”收获
“妇女节”健康礼物

“三八”妇女节前夕，合肥包河区席

井村邀请妇女创业带头人、致富能手、五

好文明家庭女性代表参加座谈会，共同

探讨如何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

用。随后，这些妇女代表还到省立医院

体检，获得一份节日的健康礼物。

张宁 黄鹤

你问我答

借银行账户借来官司 合肥某广告公司成立之初，因办理银行开户的手续不全，借用一

开发公司的账户使用。随后有广告费汇入开发公司的账户，但开发公司却拒不付钱给广告公司。近

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起债务纠纷案。 张建 记者 宋才华

狮子犬跟人打招呼“太粗鲁”

事情是这样的，新景花园小区的一对

小夫妻养了条狮子犬，但它表达友好的方

式却是向人猛扑。虽然小朋友们很喜欢，

可住在小夫妻家隔壁的刘大爷受不了了。

“这么大的狗，不把我咬伤也会把我扑倒。

我都快七十的人了，受不了这样的折腾。”

刘大爷气呼呼地说道。

就这样，刘大爷每天都找这条狮子犬

的主人理论，一定让他俩把小狗送走。“原

来和蔼可亲的老爷子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

喻？这么乖的一条狗，就有这点小毛病怎

么办呢？”为此，小夫妻俩也是非常无奈。

“理解吧”支招巧解纠纷

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把小夫妻

俩请到了专为调解邻里纠纷而开设的社

区“理解吧”里。“狗狗进电梯，要礼让别

人，像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不能

带宠物……”几杯清茶喝完，社区工作人

员将事先搜集到的文明豢养宠物的一些

方法和技巧传授给了小夫妻俩。两人信

心满满地回了家。

没过几天，刘大爷高兴地给社区打来

电话。“我怎么发现那只狮子犬好像‘上过

学’了？见人也不猛扑了，还不断地向我摇

尾巴？”渐渐地，刘大爷也喜欢上了这只狮

子犬，和这对小夫妻和好如初。

“理解吧”受到居民欢迎

据悉，龙居社区为化解邻里紧张关系，

专门设立了一个被居民称为“理解吧”的

小小调解室。每当居民遇到生活困难、家

庭矛盾、邻里纠纷等烦心事，社区工作人

员就将他们“请”过来。大家心平气和地

把话说开，真心换诚心，把心里的歉意表

达出来。自从去年8月成立至今，“理解

吧”已成功化解邻里矛盾四十多起，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