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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女士回忆，昨日上
午9点20分左右，店里基本
上没有顾客。她打了一个电
话后，就顺手把手机放在了
店里的玻璃桌上。这时，店
里进来一位身穿黑色西服、
瘦个、年龄大约50多岁的男
子。该男子问何女士教钢琴
收不收小孩，何女士回答肯
定收，让男子直接把小孩带
到店里即可。

见该男子没回答，何女
士就把拖帕拿到店里的厕所
里冲洗。隐约间，何女士听
见男子走进玻璃桌的脚步
声。随后，该男子说了一声：
“那好吧，我马上把娃儿带
来。”说完后就没了声响。何
女士在厕所里心想：他莫把
我的手机拿起走了哈。等她
走出厕所，发现放在玻璃桌
上的手机已不翼而飞。“这部
手机我花了2800元买的。”
何女士说，她立刻就朝通川
桥方向追了出去。

“那个男子是朝凉水井
方向跑的你追错方向了。”事
后，附近的店主向何女士讲
述了看到的情况。为了找回
手机，何女士马上给小偷发
了一条短信：大哥，谢谢您捡
到我手机，我电话里有重要
资料，你愿意归还将酬谢
500元，感激不尽！”但截至
记者发稿时，何女士仍没有
要回自己的手机。无奈，何
女士只得报警。

“我想提醒一个人守店
的店主，千万不能大意，否则
在眼皮底下东西都会被盗！”
何女士告诉记者，幸好当时
她把钱包和手提电脑都放在
了抽屉里，否则损失更大。

(本报记者 向也)

粗心女店主手机被盗
发短信恳请小偷归还

“刚才还在打电
话，一会儿功夫就不
见了”。昨日上午，
达城通川中路贝贝
琴行的女店主何女
士报警称，她花2800
多元购买的手机在
自 己 的 店 里 不 见
了。事后，她虽然发
短信恳请小偷归还
并许以酬金，但截至
记者昨晚发稿，何女
士仍没有要回自己
的手机。

手机就放在玻璃桌上

近日，市民魏先生向社
区记者反映，达川区成立快
两年了，至今仍有不少部门
和单位沿用原“达县”旧名
称，未更换过时的吊牌或招
牌。

昨日，社区记者来到
南城和老城区发现，卫生
系统就有不少单位仍未更
换过时的吊牌或招牌。如
原达县人民医院。在南城
万达路、老城翠屏路的原
县中医院大门口，依旧是
过去的老吊牌和招牌。此
外，还有原达县新桥医
院、贝康医院、康桥医
院、和平医院等，其单位
吊牌或招牌均未更新。

此外，还有一些单位如
原达县工商局、质监局等仍
在用过时的招牌。在通达
西路，社区记者看到，在一
房顶上，至今还保留着“达

县机关宾馆”的招牌。荷叶
街还保留着“达县宾馆”的
招牌。还有一些单位，如疾
控中心、公证处等，虽然更
换了新名称吊牌，但大门口
的墙上却仍然保留着老名
称的招牌字样，令人啼笑皆
非。

调查中，社区记者还
了解到，一些公交站牌和
自动化报站，也未及时更
换新的名称，如在荷叶
街，有个公交站牌，还是
“达县宾馆站”。

市民魏先生认为，一
座城市，旧名、新名同时
存在，容易使人产生误
会，误导外地来达的客
商、游客等，同时也不方
便市民办事。希望主管部
门及时对过时吊牌、招牌
等进行清理更换。

（社区记者 谯继）

达川区成立快两年
不少单位仍用过时招牌

4月17日，本报报道的
“仙鹤广场立柱景观灯无故
被砸烂”一文后，达川区园林
处于5月13日对砸烂的立柱
景观灯进行了更换和修复。

当日上午9时许，社区记
者看到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

站在高高的人字梯上将立柱
景观灯的顶部盖打开，再将
损坏的白色圆柱灯罩和四根
白色灯管取出来，再换上新
的圆柱灯罩和灯管。

装灯的李师傅说：“广场
上的灯具我们经常在换，这

个立柱灯是有人将鞭炮摔进
去才炸坏的。晚报报道后，
园林处从广州重新定制了灯
罩，希望有些市民提高自身
素质，爱护广场上的公共设
施。”

（社区记者 赵明阳）

□《仙鹤广场立柱景观灯无故被砸烂》后续

鞭炮炸烂景观灯

居民：到社区入户
要收300元“群防群治费”

据廖先生介绍，他居住在达川区
翠屏办事处草街子社区。因儿子在叶
家湾社区购买了新房，便想把儿子和
孙女的户籍迁到叶家湾社区。11日
下午，他带上手续到叶家湾社区去办
理，工作人员审查完资料后表示，上户
每人要交300元“群防群治费”，两人
共计600元。

廖先生称，社区工作人员的说法
当时就把他搞糊涂了。因为他曾到翠
屏办事处咨询过，办事处工作人员告

诉他，是有一项“群防群治费”。但根
据文件规定，“群防群治费”为每人每
月1元，一年12元。而社区要每人收
300元的“群防群治费”，这不是一下
子收取了25年的费用？

社区：所收的费用
以“一事一议”原则通过

昨日下午，达川区翠屏办事处叶
家湾社区主任李明华接受记者采访时
解释，到社区入户是不收费的。但当
事人一旦落户社区，就有相应的权利
和义务。而根据原有关文件规定，社
区居民有交纳“群防群治费用”的义

务。
对此，社区按照“一事一议”原

则，会议通过凡是在本社区有经济组
织单位的按人口算，每年交一次。新
落户人员一次性收取“群防群治费”
300元，今后不再缴纳。除此之外，
他们还对新落户到社区的残疾人、低
保户、新生儿人群均不收取“群防群
治费”。

办事处：自愿为原则
社区可以倡导不能强迫

随后，记者就此联系了达川区翠
屏办事处，该处副主任李晓曲告诉记

者，到社区落户是不收费用的，也不允
许另外搭配收费。而“群防群治费”参
与属居民自治行为，以居民自愿为原
则，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缴纳，决
不可强行执行。

李副主任表示，当事人到社区办
理入户手续，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宣
传、倡导，争取当事人的支持和理
解，以自愿缴纳为原则，不能强迫收
费，更不能因当事人没交这笔费用而
拒绝办理相关手续。最后，李副主任
表示，一旦当事人到社区办理入户手
续遭遇上述情况，可以向他们办事处
投诉，他们将调查核实后予以纠正。

（本报记者 罗丁山）

到社区上户 还要交“群防群治费”？
办事处：属居民自治自愿交纳

“我到社区去办
理上户手续，可工作
人员要我交300元的
‘群防群治费’，而这
与我之前所了解到
的规定相违背，不知
社区的做法是否违
规。”昨日，市民廖先
生 向 本 报 热 线
2382258来电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