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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说事

一辆“霸道”小轿车
成了建设“拦路虎”

星报讯（李 理 朱 惠 娟 记 者 祁

琳） 为了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

合肥市瑶海区大通路街道繁昌社区日

前对位于和平路161号老旧小区安拖

大院进行综合整治 ，但是工程却遇到

了“拦路虎”，这“拦路虎”是一辆停在

路上的小轿车。

记者来到该小区，发现路面已经经

过了初步休整，但是还是石子满地，一

辆黑色的小轿车横在路中间，车子的表

面已经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附近的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这辆车停放在这里

已经有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据繁昌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小区改造中，9月份开始动工，

预期是三个月完工，此工程涉及547户

居民。但是在小区内主干道的建设

中，却遇到了麻烦，该小区内的一位住

户将一辆小轿车横在一条支路的中

间，直接导致工程无法进行，社区工作

人员虽多次与其交流、沟通却没有结

果，该住户还经常进行阻挠，居民是敢

怒不敢言。

昨日上午，在省城金寨路与芙蓉路交叉口，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大货车撞倒路中间近

百米护栏后，倒下的护栏又砸上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轿车，交警部门随后对事发现场进行

了清理。 鲁龙飞/文 实习生 黄洋洋/图

星报讯（实习生 邓翔 记者 刘欢）“40

多栋楼的业主都有土地证，就我们没有。”昨

日，合肥的王先生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搬

进新房几年了，房产证都拿到了，却没有土

地证，“别人家都有，就31栋和32栋没有。”

这让王先生等人感到担忧。

王先生是合肥市龙岗开发区华都城市

花园小区31栋楼的业主。“2005年交房，2006

年住进去，到2009年下半年，其他居民领到

了土地证，就我们两栋没有。”王先生称，这两

栋楼的业主多次询问，回复都是“正在办”，

“可是几个月都过去了，没理由还没有办下

来。”因为没有土地证，王先生担心会影响到

自己的权益。“我们问过土地局，说是违规用

地，要补差价，否则不能办理土地证。”

“买房要三证齐全，没有土地证，对业主

有很大影响。”该小区华邦物业公司办公室

余主任告诉记者，今年6月下旬，不少业主

找到物业办公室，询问土地证的事宜，加上

门面房，两栋楼有一百多户没有拿到土地

证。但余主任也表示无奈，“每次我们去问

开发商的时候，回复都是‘正在办’，时间长

了，我们也觉得这样的回答没有说服力。”由

于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是不同公司，余主任称

对具体细节并不了解，“好像是开发商和土

地局之间关于费用等问题没有谈妥。”

“事情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我也不太清

楚具体是什么情况，领导不在，我不能答

复。”记者联系小区开发商华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时，小区里的工作人员称，对方也

不愿意透露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记者就此问题与合肥市国土资源局龙

岗分局取得联系，“证肯定能办下来。”至于

为何至今没有办下来，“开发商有些费用没

有补齐，还有些手续需要完善，”工作人员表

示，“快的话，一两个月就可以办下来。”

一问土地证，都说“正在办”
华都城市花园百户居民为“难产”土地证伤透脑筋

百米护栏
被撞倒

银行取钱排长队
累倒六旬老大爷

星报讯（记者 李皖婷） 早在2004年，

我国就发布了首份《超市食品安全状况调查

报告》。报告内容显示，超市内现场加工的

食品原料质量控制存在隐患。六年过去了，

现在超市里自制食品区域的安全状况怎么

样呢？记者昨日走访了合肥多家大型超市，

发现问题不少。

自制食品保质期很“朦胧”

在徽州大道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记者看

到，自制食品区的工作人员把酱鸭、包子、馒

头等熟食称重后，电子秤会自动打印出来一

个标签。虽然标签上的生产日期是当天的，

但这个日期仅仅是消费者的购买日期。而

如果询问售货员食品是哪天生产的，售货员

则会无一例外告知食品都是当天生产的。

配料表不给看，凉菜售卖超时限

记者在多家超市的糕点现场制作区看

到，现场制作的糕点很多都没有将配料表展

示给消费者。当记者询问能不能看一下配

料表时，也只有少数制作人员可以拿出来，

多数制作人员则称“没什么好看的”。

而现场制作的没卖完的凉菜虽然会在

当天打烊时销毁，但根据商务部要求：制作

好的凉菜应在4小时内销售完毕，并用指示

牌明确告知消费者选购后尽快食用。记者

在一些超市发现，即使凉菜是当天制作的，

但很多凉菜也明显超过了法定时限。

制作人员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根据《超市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中的有

关规定，食品从业人员要穿工作服、工作帽

进入工作区域，加工、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

人员操作时要戴口罩，进行工序时要戴一次

性手套。而记者在多家超市看到的是，制作

人员着装随意，不少人只是把口罩兜在下巴

上做个样子，售卖过程中还在随意交谈，唾

沫横飞。还有不少人没有戴一次性手套。

保质期“朦胧”，制作人随意

超市自制食品卫生安全仍然令人担忧

星报讯（记者 江亚萍） 昨日，合肥

市民辛先生来到本报，带着几张单据。他

告诉记者，父母在 2005 年办理了某通讯

公司推出的长途话费优惠业务，没想到优

惠没享受到啥，却给自己带来不少烦恼。

辛先生告诉记者，2005年，有家通讯

公司的业务员上门向其父母推销长途电

话，说预缴 500 元话费，可以打 600 元的

电话，想到一下可以便宜 100 元，两老人

动心了，当即办理了该项业务。2006 年

还续交200元继续了那项业务，但是老人

实际先后只产生了几十元话费，实际话

费余额还有 700 多元。“2008 年他们回老

家，电话申请报停。”辛先生称，前段时

间，父母从老家回来开通电话后，原本以

为以前的700多元话费还在，可是前去查

询才知道，虽然电话号码没变，但是上面

却没有话费。辛先生找到业务员询问，

对方表示没有任何记录，以前的协议上

都有说明，预交的话费不退。“白白损失

700 多，老人心疼。”辛先生认为，自己仔

细看了当年的协议发现上面的条款的确

对自己不利，但是父母平白无故损失那

么多，还是心有不甘。

优惠没享到，白白损失700多元话费

星报讯（记者 梅静）“我前两天

去省城一家银行取钱，没想到银行竟然

没有取号机，几十人排队排成了一条

龙，我的腿不太好不能长期站立，生生

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昨日，省城60

岁的宋大爷向本报热线诉说自己在银

行取钱时遭遇的麻烦事。

据宋大爷介绍，几天前出差的儿

子给他打电话要他立刻汇一笔钱急

用，平时这种事情都是老伴代劳，可由

于儿子要得急，宋大爷便急匆匆地赶

到了家附近的一家银行。刚一进门，

一行长长的排队大军就把宋大爷吓了

一跳，虽然窗口很多，可服务的窗口就

只有两个，每个窗口排队的人有几十

个，没办法宋大爷只能硬着头皮站在

了长长的队伍中间，站了半小时后，宋

大爷实在是累得不行，两条腿酸得厉

害，差点倒下，站在宋大爷前面的一位

小伙子见此状主动要求与宋大爷换位

子，这才让宋大爷松了一口气。“很多

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够站得太久，一般

都是取完号找个地方休息一会，银行

为什么就不能设立一个取号机方便市

民呢？”宋大爷说道。

针对此事，该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

对记者称，银行目前正准备搬迁，到时

候一些没有完善的设施将尽量完善，也

请市民能够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