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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江亚萍） 昨

日，本报报道了合肥市五里井大

板楼，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眼下成了危房，住户忧心，就此

事，记者特意联系了辖区社居委

了解情况。

“我们上门逐一登记已经有

两年多了，但一大片房屋拆除，肯

定需要过程。”就居民们的担忧，

辖区五里井社居委的陈主任表

示，2009年，按照上级安排，社居

委对大板楼的现状、以及每户家

庭的人口状况等，进行了深入地

登记和摸底，对大板楼的状况也

有了直观地了解，也就危险情况

向上级部门作过汇报，“大板楼已

经被列入瑶海区五年规划，有望

最近几年内进行拆迁改造。”

已被列入瑶海五年规划

大板楼危房有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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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江亚萍） 这个

情人节，你准备送爱人什么？一束

玫瑰，一颗钻戒，还是一顿烛光晚

餐？本报连续举办多年的“情人节

慈善之旅”将于 2 月 14 日再次出

发 ，即 日 起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0551--2620110 接受报名，只征集

20对情侣哦，名额有限，想来，快

快抓紧哟！

奉献爱心，见证爱情

情人节该如何过得有意义，伤

了您不少脑细胞吧？别纠结，我们

替您想好了。本报特别联手百大

商业大厦、安徽海联旅行社，推出

“情人节慈善之旅”，让情侣们在

奉献爱心的同时，还能享受免费两

日游，这等好事，你还在等什么？

另外，此次活动需要每对情侣在报

名登记时，交纳200元现金，用于

活动当日现场结对捐助。

“情人节慈善之旅”活动要求：

一、参加活动的男女双方必须

是情侣或夫妻关系；

二、凭身份证件或结婚证免费

报名；

三、参加活动的每对情侣需交

纳200元现金，用于现场捐助特困

学生。

200元爱心，三景点免费游

为了答谢情侣们的浓浓爱心，

东石笋风景区、大别山彩虹瀑布风

景区、皖西大裂谷三大旅游景区作

为活动协办方，将为情侣们提供免

费两日游。

东石笋风景区：山水相映，最

高峰海拔760多米，环境清幽集奇

花异草、奇峰怪石、亭、廊、水榭、

寺庙和徽派建筑于一体，被喻为

“安徽的九寨沟”。

大别山彩虹瀑布风景区：由岳

西县彩虹瀑布旅游有限公司投资

开发，位于岳西与霍山两县交界的

黄尾镇黄尾村，景区内山峦叠翠，

河谷纵横，秀山丽水，美不胜收，

是难得的天然旅游资源。

皖西大裂谷：位于六安市金安

区张店镇，地处大别山脉，现仍保

存有许多革命遗迹，可供游客参

观，是大别山红色旅游不可或缺的

亮点之一。

本次活动将征集20对情侣，

本报新闻热线0551--2620110等您

来电，因名额有限，报名成功以交

纳200元捐款为准。这个情人节，

付出爱心，收获真情！

浪漫情人节，“喊”你来旅行
“情人节慈善之旅”再出发，快快致电0551-2620110报名

手工水饺，吃出洋葱皮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

日，合肥市民蒋女士来电称，她

在菜市场买了一斤手工水饺，

“明明是猪肉白菜馅，居然吃出

来一大块洋葱皮。”

蒋女士家住城隍庙附近，前

天晚上下班回家，经过菜市场

时，买了一斤手工水饺。可她没

想到，刚开口吃第一个，就吃出

来一大块洋葱皮。“看来手工水

饺，还是不靠谱。”蒋女士说，她

想提醒大家，吃水饺还是自己动

手包，或者去正规超市购买比较

靠谱。

星报讯（记者 祁琳）“家里

的网总是断，今年过年断了好几

天，大年初四才修好，想退网还不

能退，真气人。”昨日，合肥市民纪

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反映道。

“从去年7月安装到现在才半

年多时间，已经修了很多次。”纪先

生说，承诺是6兆网速，可网速跟

邻居家的2兆、4兆差不多。

随后，记者联系上该宽带网

络服务商，工作人员说：“网络不

畅可能是路由器的原因，网速

慢，建议用户将网线插在电脑上

使用，如果用户自己调不好，会

有师傅上门修理。”对方还表示，

协议期内不能退网。

总是断网，市民有点恼

快递“失踪”，急煞收件人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2月

7日，合肥市民吴女士来电称，2

月 5日，朋友从北京寄了一份快

递给她，“一直没收到，网上也查

不到任何信息。”

据吴女士介绍，2月5日，朋

友从北京发来一份快递，“当时，

她说，两三天内，肯定能收到。”可

吴女士左等右等，快递一直不到，

“根据单号，我还上网查了下，但

查不到任何信息，就像失踪了一

样。”她说，这份快递很重要，要是

丢了，就麻烦了。

随后，记者咨询了圆通快递

公司的客服人员，对方查询后答

复称，目前吴女士的快递已经到

了合肥，将尽快安排派送。至于

为何吴女士查询不到任何信息，

对方表示，并不知情。昨日下午，

吴女士反馈称，已经收到快递。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2月

7 日，本报 A7 版刊发了《本是好

邻居，相“扰”何太急》一稿，连日

来，多位市民致电本报热线，讲述

身边的“恶邻”，并支招“治恶邻”，

那么面对“恶邻”，到底该咋办？

今天，咱们一起来听听市民和专

家怎么说。

市民：
“软硬”两套招，因“人”制宜

说起“恶邻”，合肥市民沈先

生可谓“斗争”经验丰富，“面对

不同的人，得采用不同的方法。”

两三年前，邻居家的地漏漏水，

污水漏到了他家，“邻居一直说，

这事和他无关，他不管，可物业

那边说，这是邻居的错，他们也

不管。”

从此，他开始了长达一年多

的软磨硬泡，“这招还真不错，后

来，他带着我一起找物业，修好了

地漏。”

“另一位邻居喜欢从楼上

往下扔垃圾。”沈先生说，他寻

思着这“软”招不一定有用，便

采取了“硬”招，“我把她扔的垃

圾 收 集 好 ，然 后 再 扔 到 她 家

里。”

如此持续了半个月，邻居再

也不乱扔垃圾了，“可没几天，她

又犯了老毛病，我又‘治’了她一

次，后来就再没犯过了。”

专家：
多包容、多沟通、多帮忙

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也给出了

建议，他觉得，邻里之间应该做到

“三多”，即：多包容、多沟通、多帮

忙。“邻里相处，贵在包容，相互之间

多一点包容，矛盾自然少一些。”

他还认为，邻里之间应该多

沟通，建立起和谐的沟通渠道，一

些小矛盾、小问题便迎刃而解，

“此外，作为邻居，还应‘以真心换

真心’，遇到需要帮忙的地方，能

施以援手，多帮忙，时间长了，邻

里关系自然和谐了，也就不存在

‘恶邻’一说了。”

“治恶邻”，听听专家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