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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0日
不文明曝光台贴进电梯

星报记者调查走访后，2011年2

月20日，本报整版“业主不文明行为

曝光台”细数了业主不文明行为的

“十二宗罪”，让市民作为依照，对自

己的不当行为进行检讨和改正，共同

建设和谐小区，引起强烈反响。

“星报简直是把话说到了我们的

心坎里了”。在长江中路某大厦的电

梯里，星报“业主不文明行为曝光

台”，似乎成了一纸“业主行为准则”

的教材，被张贴在电梯里，上上下下

的居民，只要乘坐电梯，都能在醒目

的位置看到报道的内容。

记者 刘欢

2010年9月24日
天然气听证为读者捎话

2010年9月23日下午，为疏导城

市供气价格，确保天然气市场的稳定，

合肥市物价局决定在10月下旬召开

合肥市民用天然气价格听证会。本报

推出大型策划，征集读者报名参加价

格听证，并多方采访，将老百姓最关心

的问题在报纸上刊发出来，让老百姓

心里明明白白，同时开通热线听取市

民的心声，将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带到

听证会现场。

之后，本报记者前往合肥燃气公司

天然气门站进行实地采访，了解到了天

然气的成本组成，对于百姓关注的天然

气在合肥是如何输送，也进行了揭秘，

市民看过后一目了然。记者 王玉

2011年2月至3月
及时报道成功异地维权

从2011年2月中旬开始，本报在

1个月时间里推出了一系列“3·15维

权专列”报道，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又有效地曝光了不法商贩的

违法行为，同时这些报道还引起了工

商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一系列小型维权报道则有效地帮

助市民维权成功。例如：市民杨先生

在网上购买了子虚乌有的电脑，受到

异地维权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维权

之旅”坎坷艰辛。直到本报介入关注

此事，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近日，记者对杨先生进行了回

访，他表示，此事的顺利解决首先要

感谢本报的及时报道和有效协调，否

则很难维权成功。“为了维权，光长途

电话，我就打了不下四五十个，不得

不说，维权成本太高。幸运的是我获

得了贵报的帮助和支持，最终在相关

部门的介入下，成功维权，如今想起

来心情还很激动。” 记者 马冰璐

“法梧事件”凸显百姓“知情权”
新闻回顾

2011年2月20日，本报新闻热线接

到不少读者电话，反映合肥芜湖路上有

近百棵法梧树一夜之间莫名“遭殃”，有

的被连根拔起，有的已经被“剃了头”。

接到读者们的来电后，本报记者当即赶

往现场进行调查。

2月21日，本报以《移走法梧树，伤

了谁的心》为标题，对法梧被移事件进

行了报道，以关注树的去向、关注城市

人文情怀的立场报道此事件。

社会影响

本报报道引起社会热议，不少读者

表示，有责任感的媒体就应该如此给

力，要多多报道民间的声音。

就本报报道，合肥市林园局方面

也公开承认工作失误，没有事先公布

一切真实的情况，也没有就此取得市

民支持。与此同时，本报报道受到省

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的关注，

他以本报报道为例，称“法梧事件”未

尊重百姓知情权。他在合肥市政法工

作会议中表示，“芜湖路法梧移栽”事

件，是因为林园局在办理此事时有疏

忽，没有设立公示牌，没有尊重老百姓

的“知情权”。同时，孙书记还向广大

市民保证，树，一棵也没少，只是移栽

了。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一定提前

让大家知晓。

人物回访

和别的报道新闻当事人有所不同，

此次报道的对象是一排法梧树。如今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补栽的树成长得

如何？

记者日前分别走访了马鞍山路至

孝肃桥之间的芜湖路南侧，发现路南

补栽的法梧树，虽然还没有长成参天

大树，但是却棵棵挺拔，“站立”在路

边。而记者了解到，那些被移走的树，

在大蜀山附近，有了更合适的去处，生

长虽然受到一定伤害，但是大多健康

生长着。

“如果不是你们的报道，后来的树

不一定会补栽，老树新树，都应该感谢

媒体负责任的舆论监督。”记者在对法

梧树回访过程中，一位对此事件一直关

注的读者这样说道。

记者 江亚萍/文 倪路/图

舆论监督 为民鼓呼

新闻回顾

几年的发展，停车难成了有车一族

头疼的问题，2 月 21 日，本报记者兵分

两路走访省城新旧小区，调查小区里的

停车乱象。绿化带当停车场、汽车黏上

单元门门口和小区广场、消防通道上的

禁停警示牌旁停车、小区内车多路堵纠

纷不断……甚至有业主横着自己的车，

停在四岔路口，其他业主可要如何是

好？小区里又怎能没有纠纷？报道见

报后，引起了许多业主共鸣，产生强烈

的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

“小区绿地是所有业主共有，不是

有车业主私有，无论如何，把车停在绿

化带上都不合适。”万绿园小区张先生

称，本报调查报道“反映了他的心声”，

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再“畏首畏尾”，

会出面制止，“城市的绿化本来就少，空

气不好，不能把小区里的一点绿色也轧

没了。”报道后，许多热心市民向本报新

闻热线打来电话，表达他们的意见。

人物回访

“那个报道我记得啊！”汪先生住在

青年西区好几年，眼看着小区里的私家

车多了起来，“就感觉小区路上的车子

一年比一年多，小区也一年比一年挤。”

汪先生称，小区的车位不够，停车难我

们都能理解，但停车乱对他造成了很大

困扰。”

他说，目前情况下，一次性解决问

题，确实不现实，“难度太大”，但每个人

都要积极努力。“你们报道的内容中，有

些对我有提醒的作用，只有在不断地督

促下，问题才能慢慢得到解决，社区也

才能变好。” 记者 刘欢

车多路堵纠纷不断，怎么办？

芜湖路上被“砍”的法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