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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李运兴：

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及荆朝晖、赵洁、荆永红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411 民初 5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昨天，微友“一介草民”向本报
反映，他的朋友来平想买旅游地图，到市区
街头四处寻找无果。他建议有关部门在市
面上投放一些，以方便外来游客。

“一介草民”说，他家住市区。前段时
间，他外地的朋友来平顶山参加会议，需要
购买旅游地图，让他帮忙代买。他分别到
新华书店和市区一些书报亭询问，均被告

知没有旅游地图。他认为，地图也是城市
的名片，对于游客来说，旅游地图无疑是价
廉物美又有意义的纪念品，我市是旅游城
市，有关部门应该在市面上投放一些。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区光明路、矿工
路、曙光街等路段的邮政书报亭询问，均被
告知没有旅游地图。随后，记者又来到中
兴路北段新华书店咨询，工作人员也称没
有旅游地图。

为此，记者采访了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宣传推广科负责人漆先生，其称，目前我
市最新版本的旅游地图是2012年出的，他
们曾在市区一些星级酒店和邮政书报亭投
放过。但随着社会发展，纸制旅游地图的
用户量减少，商家不愿意进货。我市不断
有新的旅游景点开发，但旅游地图的印制
周期为三个月至半年，从而也受到一定的
限制。下一步，他们将考虑印制一批涵盖
文物和旅游方面的地图，投放到新华书店
和街头书报亭，方便需要的群体购买。

市区街头难觅旅游地图
市民：能否投放市面方便外来游客购买

□记者 杨岸萌/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昨天，市民付先生致电本报
反映，市区白银路临街商铺门前人行道上
被人设置了很多隔离柱，影响通行。

付先生说，他家住在白银路中段，
前段时间，家属院旁边的临街商铺换了
租户，新租户是“清艳教育”。商铺重新

装修之后，门前安装了隔离柱。“大概有
30 个，正好把他们门前的空地围了起
来。因为距离家属院比较近，经常会有
小孩子在这里跑着玩儿，很容易绊倒摔
伤。”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白银路中段。付
先生所说的隔离柱位于白银路路南，距离
人行道牙约 2 米，东西占地约 30 米（上

图）。“清艳教育”大门紧闭。从此经过的
路人只得“绕桩”而行。

附近一位居民说：“在人行道上安装
隔离柱应该是不允许的，希望有关部门能
来管一管。”

就此，记者致电卫东区数字化城管监
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登记之后表示会派
相关责任单位人员到现场查看处理。

人行道上装了一排隔离柱

□记者 李霞

本报讯“我们楼下的几个化粪池和
排污管道都堵塞一个多月了，每到用水
高峰期或者下雨天，楼下污水横流、臭气
熏天，还影响通行。”昨天，家住市区迎宾
路中段沿西社区25号院 10号楼的部分
居民向本报反映了此事。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楼7个单元楼洞口处的11个化粪池大
部分都堵塞、污水外溢，化粪池窨井盖及
四周存在不少污水和粪便，空气中散发
着一股臭味。

据居民李先生等人介绍，该居民楼
属于老旧小区，没有物业。过去楼下化
粪池也曾堵塞过，后来社区找人给疏通
了。这次他们也向社区进行了反映，可
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眼看天越来越
热，低层的住户连窗户都不敢开。

昨天下午，记者与新华区曙光街街
道沿西社区一杨姓负责人取得联系。据
她介绍，近年来，由于该居民楼地下排污
管道老化严重，经常出现管道堵塞的情
况。自去年以来，社区通过街道等相关
部门协调来部分资金，先后三次对这里
的排污管道进行了疏通。就在昨天早
上，社区还找来一辆抽污车，对排污管道
进行了临时疏通。

“临时疏通只能缓解，并不能彻底解
决此问题，必须要大修。”这位杨姓负责
人说，这次堵塞情况很严重，如果要大修
的话需要楼上住户集体凑钱。但此前社
区工作人员上门征求意见时，楼上60多
户居民，除了10多户居民家长期无人外，
只有一少部分居民愿意凑钱，很多居民
不愿出钱，所以此事才耽搁了下来。就
此事，社区下一步打算引进物业公司，通
过物业公司出面，共同协调解决。

化粪池堵塞臭气熏天
居民叫苦不迭
社区：将引进物业公司，共同协调解决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朱女士反映在市区东环
路与矿工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幸福万
家超市二楼的阳光岛儿童游乐园办
了卡，卡未用完游乐场人去楼空（5
月 17 日本报 A6 版曾报道）。昨天，
记者接到卫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东
环路所负责受理投诉的工作人员回
复，之前他们也接到了消费者的投
诉。经调查，阳光岛儿童游乐园成立
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9 月 17 日已注
销，目前他们也联系不到店主，只能
查到店主的身份证。“该店注销后已
超出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了解到和
朱女士有着相同遭遇的市民有不少，
他们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维权群。
已建议他们只要金额超5000元，可
联合起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卡未用完
游乐场关门
市场监管部门：
建议消费者走法律途径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市区东安路与黄金路交
叉口东侧路北临街楼的居民向本报
反映，楼下有一门面房装修把承重墙
砸了，居民担心会影响整栋楼的安
全，极力反对。承租人则解释所拆墙
体并非承重墙（本报 5 月 14 日 A6 版
曾报道）。昨天，记者对此事进行了
追踪采访。

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走
访，看到原先被绿色施工围挡围起来
的门面房正在装修。据负责施工的
郭师傅讲，他们这次施工遵从楼上居
民的建议，用砖头把之前拆除的墙体
又垒了起来，中间工字钢位置还浇灌
了水泥，绝对安全。另外，郭师傅还
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市房屋安全鉴
定中心出具的说明，来证明他们之前
拆除的墙体并非承重墙。

记者看到，这份说明写着：鉴定
人员对底商拆改情况进行了现场勘
验，商户拆除了门洞两侧与混凝土框
架柱间红机砖砖砌墙体，从混凝土框
架柱与被拆除墙体交界面看，柱下部
分侧面为混凝土模板面，无机砖连接
残留，下部砖砌体应为后砌非承重
墙；柱上部侧面有 9 层机砖残留痕
迹，墙下无混凝土梁，应为门洞上部
非承重墙体，拆除不会对房屋结构安
全产生影响。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该楼居民代
表胡先生，他首先感谢本报对此事的
关注，其次经过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
人员的现场勘验，确定被拆墙体性
质，也消除了居民担忧。而后恢复施
工，居民到场参与见证，没有异议。

所拆墙体并非承重墙
已进行加固处理
楼上居民放心了

来电照登
微友“从头再来”昨日留言：市区

平安大道西段义乌国际商贸城没有
公交站牌，市民出行不便。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市区新华
路与黄河路交叉口以东路灯不亮，附
近居民夜间出行不便。

微友“宁静致远”昨日留言：市区
矿工路东段市三六联校西区门前每
天早上卖小吃的商贩占道经营，影响
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