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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商佩 许魏巍）路边公共车位设
在了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前，让小区车辆“进出难”。近
日，家住硚口区滨水香苑小区的刘先生向记者求助，
自家小区的车辆出入口前有两个路边停车位影响车
辆进出，希望尽快取消。

6月18日，《拍“板”》记者介入，硚口区交通大队
秩序科回应称，停车位划线在前，停车场的出口变化
在后。改停车场出口时，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公司）已将车位取消，但
是在处理车位线的过程中有遗漏，目前工作人员已将
白线抹除了。

6月15日，刘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反映，小区
门口有两个路边停车位设置不合理。车位划在了小
区车辆唯一进出口的前方，居民经常因为门口停车引
起纠纷。“一大早出门时，总有车辆停在出口外的车位

上，我们还要打电话
找人移车。”刘先生
表示，“小区居民一
直很头疼！”

物业经理周女

士告诉记者：“我们有保安在这里劝导大家不要在此
停车，但总有车主质疑‘既然有白色的车位线，凭什么
不能停’。”

为什么车位线会设在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前？《拍
“板”》记者介入调查，致电了该公共停车位的管理方
“武汉停车”。客服回复称：“路边的规划是由交管局
负责，我们没有权限在路边划泊位。”

随即，记者致电了硚口区交通大队秩序科。工作
人员表示前期滨水香苑小区停车场的出口并不在这
里，市城投公司在沿线划了停车泊位。出口改变后，
他们已经进行了整改，将停车位取消了。

“市民反映后，我们去现场看了，发现市城投公司
只是将编号线涂抹了，靠近人字沟的线没有抹除干
净。考虑到如果用打磨机处理会对地面造成损耗，目
前我们已安排工作人员将白线涂黑抹除了。”工作人
员解释道。

记者询问，后期，涂料会不会因为风吹日晒等因
素消失？该工作人员表示：“雨水冲刷不会影响。但
涂料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就像地面上的标线一样，使
用一段时间后也会变浅变淡。后期涂料如果消除了，

‘电子警察’会有巡控，我们重新进行处理。”
6月20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泊位上白线均

被涂黑，并有石墩摆放在此禁止车辆停放，进出口车
辆畅行无阻。

“小狐狸比刚送来时长胖了不少，性格也变开朗
了很多，过几天就需要让它回归大自然了。”近日，在
位于天兴乡的洪山区野生动物救助基地（以下简称救
助基地），负责人刘彬穿着白色工作服端着一盘鸡胸
肉走进笼舍，原本躲在角落的小狐狸立马撒欢迎上前
去。

上个月，有市民反映在洪山区胜利丰园南门对面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狐狸，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洪山区
园林局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初步处理后，就将
其送到了救助基地。“小狐狸刚满3个月，X光片显示
骨骼正常，仅为轻微扭伤。”刘彬回忆，做了包扎和固
定处理后，落难的小狐狸就在此安心“借住”了半个
月。

救助基地占地面积近5亩，搭建笼舍180平方米，
其所在的天兴洲是“鸟中大熊猫”黑鹳连续十年越冬
的重要栖息地。

“2022年，洪山区园林局筹建救助基地，主要开展
黑鹳及其他野生动物伤病救治、收容、疫病监测、鸟类
巢卵的抢救性保护和宣教科普工作。”洪山区园林局

相关负责人说，选址这里一方面是因为靠近黑鹳等鸟
类栖息地，另一方面远离市区也能避免野生动物的气
味以及可能携带的传染病对市民产生困扰，“近两年，
大家在洪山区范围内发现的落难野生动物都会被送
到洲上暂时‘住院’治疗”。

“去年6月份，有市民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只受伤
的狗獾，其鼻孔和左前爪有明显的出血症状，经过消
炎处理后被送到洲上收容救治，最终被诊断为轻微皮
外伤。”刘彬笑着回忆，正处于健康观察期的狗獾在洲
上吃饱喝足，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它在住院的第三
天居然就自己挖洞跑了，“也证明狗獾恢复得很快，这
才有了‘越狱’行为”。

刘彬介绍，救助基地平均每年诊疗50余只野生动
物，其中包含白鹭、夜鹭、红隼等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等到动物恢复得差不多了，工作人员就会将它们
放回大自然。

“最近，我们最常出诊的案例就是救助落地雏鸟，
但大多数情况都是市民产生的误解。”刘彬说，春夏之
交正是育雏的季节，刚出巢的雏鸟还未完全具备飞行

能力，所以会经常落到地面被人发现，有的是因为鸟
巢太小被挤出来了，有的是因为爸爸妈妈正在训练孩
子飞行，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洪山区园林局相关负责人提醒，这些都属于雏鸟
成长中的正常现象，它们的父母往往就在附近注视
着，尽量不要捡走带回家，如处理不当，则会好心办坏
事，在确认雏鸟没有受伤虚弱的前提下，最好的做法
是把它送回附近的树枝、鸟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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