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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社会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本报讯 79岁的痴呆症患者王延福 3天前
丢失了。面对父亲走失，6 个儿女天天以泪洗
面，印制很多寻人启事，本报也对老人的情况进
行报道。昨日晨，看到本报报道后，一位好心的
哥把老人送回了家。老人的儿女们发现，虽然
父亲走失期间正好下大雨，但他身上衣服相当
干净；虽然腿上摔伤，但裤子上却没有污迹。老
人说几天来吃睡都很好，儿女们判定有不少好
心人收留过老人。

老人雨中走失3天，被好心人送回家
8月 13日，家住长江路与石柱路交叉口晨

曦小区的王老先生，到小区外边逛街时走失，他

的儿女找不到父亲后，一边急寻，一边印制了很
多寻人启事逢人就送。本报“读者”栏目昨日也
以“寻找王延福老人”进行报道。昨日10时许，
就在姐弟 6人绝望之时，王家的手机响了，“我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在北环发现一老人，就是
王延福，他穿得很整洁，像是在路边散步。他已
经上了我的车，我一会儿就给您送回去。”本来
都瘫坐在沙发上的姐弟几人，立即欢呼起来。
约 15分钟后，好心的哥的车开来了，拄着拐杖
的王延福从车上微笑着下来。虽然几日来连下
大雨，但老人的衣服整洁干净，他的大女儿王女
士拉着父亲的手，放声大哭。

面对5000元，好心的哥坚决不要
的哥确认老人正是王家要找的人后，他开

着出租车就要离开，被王家儿女拦下问他的姓
名。的哥挥手说没有必要，他看到郑州晚报报
道后，就在路边留意，送送老人只是他的举手之
劳，连出租车车费也不要。但王家儿女拉着不
让走，的哥只好介绍，他叫尹建海，是立林出租
车公司的司机。昨日中午，聚齐的王家姐弟 6
人赶到尹师傅家，拿出 5000元钱，坚持要向尹
师傅致谢，尹师傅坚决不要，并称再说钱的事他
就把 6姐弟“赶出家门”。“我们都有父母，我们
将来也都有老的时候，要是人人办事都说钱的
事儿，那活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们姐弟要以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昨日 14时，王女士向本报记者介绍，王老

先生到家后，女儿问他几天来都在哪里,老人虽

说不清，但他说吃住都好，饭端到桌上吃，还有
人给他洗衣服。“3 天来，一定有不少好心人在
帮助我爸，13号天下大雨，地上泥很多，但我爸
回来时，衣服都很干净。他膝盖上有新伤，但那
片裤子上却没有污迹，应该是有人收留他，并给
他洗过衣服。老人回来时并没有说饿，也是有
好心人给他吃的。我想通过晚报，找一找当时
帮助我爸的好心人，也感谢郑州晚报，专门给有
困难的人开辟了这么一个好栏目。”

王女士哽咽着对记者说，那么多不认识的
人帮助父亲这件事，让她真的非常感动，“我们
姐弟们都商量好了，我们今后要以感恩的心回
报社会，多做好事，善事，让悲伤的家庭多点喜
悦，让困难的家庭少点困难”。

王家六位儿女边哭边说谢谢
谢谢好心的哥发现并送回走失三天的父亲

谢谢晚报的报道给的哥提供了线索

本报讯 一男子把一辆“问题车”漆成出
租车模样，自制了一套根本无此号的车牌，上
路运营。前日深夜，假出租车在南四环被客
运管理处稽查大队执法人员暂扣。车主一看
车被暂扣，掂起砖头就对着车乱砸，随后又拿
汽油要烧车，被执法人员阻止。

8月 14日 23时许，郑州客运管理处稽查
六中队执法人员在南四环柴郭村口时，远远
见一车号为豫 AT3053 的出租车。“凭我的直
觉和经验，这个车牌是假牌，因为上面的号与
真牌上的号有细微差别，我立即用电脑输入
这个车号，发现是一个空号。”李明队长向记
者叙述了当时的情况。“这名20多岁的男车主
拿不出任何该车的手续，根据规定，我们对该
车暂扣。”

车主一听说暂扣车，打电话叫来了 7人，

围住车不让走，要把车留下。“看着我们坚持
要暂扣车，车主先是求请，看求情无望，他拿
来砖头，对着车前后玻璃猛砸起来，想着把车
砸坏后我们就不暂扣。车主绝对知道造假出
租车的后果，就是根据《郑州市客运管理条
例》，对无城市客运出租运营许可证的车暂
扣，并对车主处3万元罚款。那人砸车就是为
了留车，看看车砸了我们还坚持扣，车主又回
去拿油要烧车，我们执法人员趁着他去拿汽
油，立即把车开离现场”。

这辆出租车车前牌上方还有一个出租车
的特业牌，牌号为7462。李明队长介绍，假出
租车上的特业牌是真的，给乘客的出租车发
票也是真的，他们要顺着牌号和出租车发票，
查找到相关人员。 线索提供 樊明杰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王银廷/图

假的哥砸了自己的假出租
砸了仍不能免掉重罚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王银廷/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张老太太突然发现窗
外有马蜂窝，就请来巡防队员和消防队员，坚
持把蜂窝给毁了。环保人士称，人蜂如能和平
相处，那就最好不要乱毁它们的窝，大自然中，
任何动物都有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昨日10时10分，在伏牛路139号院1号楼
前，中原消防一中队一名队员身着防蜂服，爬
到了三楼阳台顶上，身子悬在空中，将碗口大
小的一个马蜂窝抓下塞入他随身带的编织
袋内。

房东张老太太介绍，3天前，她打开窗子，
突然飞进来两只马蜂，她感到很奇怪，费了半
天劲，才把两只马蜂赶走了。昨日上午，张老
太太刚好遇到小区巡防队员李向阳，她让李看
看是不是附近有马蜂窝。李仰脸就看到三楼
雨搭上的这个蜂窝。老太太吓了一跳，坚持让

巡防队员通知消防队来，把蜂窝给除去了。
中原区环保局牛建军副局长介绍，近几年

来，很多马蜂都到市区来做窝，居民也不必太
惊慌，也不必见了马蜂窝就要捅掉。“任何生命
都是保持生态平衡链条中的一环，马蜂是很多
害虫的天敌，并能消除部分垃圾物，是益虫。
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当然，如果它实在影响
居民生活，那就只好除掉。”

消防队员又出动捅马蜂窝
环保人士不太赞成

“不影响生活不妨和平相处”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马松/文 王银廷/图

本报讯 “这两只鸟肯定是小偷偷到这儿
的，一看不是名贵鸟，就扔了……”昨天上午，
在淮河路与伏牛路交叉口往东50米处北边人
行道上，两只被关在笼中的小鸟出现在人行道
中间，却不见鸟的主人。

昨天9时30分许，在淮河路与伏牛路交叉
口往东 50米北边人行道处，人们仍在猜测着
笼子中两只小鸟的“身世”。据现场一位养鸟
爱好者陈先生说，这两只鸟都是画眉，“好的画
眉鸟身价在两三百元，这两个鸟笼子和两只画

眉鸟加一起估计值400元钱”。
附近的一家文具店女老板说，前天晚上

10时许，她和朋友在门口说话时，就看见这对
鸟笼在人行道上放着了，“附近也没见有人遛
鸟，不知咋跑这儿了”。

淮西社区巡防队员陈佩华说，昨天早上8
时许，他和队友孙国富两人巡逻到这里，就看
见这两只装有鸟的鸟笼子了，“我们走访了附
近的住户和单位，都没听说有丢鸟的”。

由于不知谁家的小鸟，巡防队员只好先带
回巡防室，并在放鸟的位置用粉笔留言：“淮西
社区巡防室领鸟。” 线索提供 赵小亮

这两只画眉鸟谁家的？
在人行道上挂了一夜

领鸟，请到淮西社区巡防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