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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一响 记者追访

记者追踪

昨日，本报以《这位老先生
为树哭了多次》介绍了中原东路75号院75岁的
翟福全老师，一生爱树如命的故事。报道后，河
南古树名木民间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向本报来
电，希望聘请翟福全老师加入他们的组织，成为
他们这个组织的植物专家。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昨日 15 时 32 分，李学
峰来电说，未来路与顺河路交叉口向东200米
的省高级法院家属区，发现三楼一民房冒烟，
可能是着火了，消防队员们刚到现场。

晚报记者 王晋晋/文 周甬/图

读者来电

记者牵线

现场有食用油的味道
这个着火的家属院是燕沈路43号院。管

城消防一中队 12名消防队员和 3辆消防车赶
到现场。此时，冒烟的楼下聚集了很多市民，
他们一个个抬着头，用手指着冒烟的窗户为消
防队员指点位置。

一位老人说，着火的那家姓张，是省法院
退休的法官。“我发现他家冒烟后，就赶过去敲
门，但他家好像没人。”老人说，她已经打了老
张的电话，估计他很快就回来了。

经过消防队员查看发现，烟是从三楼厨房
位置的窗户处冒出的。“好像有一股食用油的
味道。”带队的指挥员王伟松说，可能是家里炉
灶上蒸煮的东西燃烧或者蒸干了。“大家不要
紧张。”王伟松说，根据现场烟雾的颜色、飘散
浓度等方面分析，初步确认里面很可能已经快
燃烧完了，而且燃烧面积不大，应该不会有什
么严重的事，没有强行破拆的必要。

一锅花生炖黑了
15时 47分，老张终于回来了。他看到自

己家门口停放的3辆消防车和众多围观者，原
本有心理准备的他还是一惊。“家里烧成啥样
了？”来不及多想，老张赶紧把门打开，一股刺
鼻的油锅炒干的味道迎面扑来。

经过详细查看，原来是灶台上蒸煮花生的
锅熬干了，下面的火苗仍在燃烧。

原来，当天下午老张煮了一大锅花生豆，
可由于临时有事要出门，他就把火关小了，准
备慢火炖出个好味道。可没有想到火候还是
没有控制好，最后把一大锅花生变成了焦炭。

《这位老先生为树哭了多次》追踪

一民间护树组织
邀请翟福全当专家

居民家里没人，不停冒出烟雾

消防员“见火不救”，有道理
根据烟雾浓度、现场气味等分析，不必强行破拆
结果只是损失了一锅花生，避免破坏门或窗

昨日 9时，郑州市民崔晟说，他看到本报对
翟福全老先生爱树的报道后，深受感动。“我是
河南古树名木民间保护组织的倡导者，这个组
织已经成立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就是找寻社会
上对古树名木爱护的专家以及古树所在的地
方，我们和相关部门一起对它们保护，而找寻专
家也是重要的一项。我们希望能请翟福全老先
生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特聘他为我们的古树
名木专家，让更多的人来爱护越来越少的古树
名木。”

崔晟是47中的一位老师，从小开始他就对古
树名木感兴趣。“几年来，我们组织了几十名热爱
古树名木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了河南古树名木
民间保护组织。我们经常组织专家到社区、办事
处、学校等单位，讲述保护名木的方法。而翟老师
50多年来不但种树，而且保护树，不多见。”

崔晟说：“古树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
值，每一株古树，都有自己的故事，并且风风雨
雨见证着历史，是一种真正人文的东西。其次，
它有极大的生态意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标志，是植物的活化石。这些古树有灵性，反映
着几百年来气候的变化和证据。”崔老师说起
来，头头是道。

昨日 17 时，记者与翟福全老先生取得联
系。翟老先生听说保护古树名木组织吸收他为
成员，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没有别的，只希
望保护现存的树种，尤其是一些古树名木和稀
有树种。”

线索提供 谢香萍

一居民家冒烟，邻居以为着火了，报警后消防队员赶到发现主人煮的一锅花生忘关火了。图
为全烧焦的花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