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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董洪刚 汪永森 实习生 张芬芬

本报讯 昨天，市民张先生致电本报，黄
河路果蔬市场门口一个少年单衣乞讨两三天，
希望记者帮少年找到一个救助场所，但记者前
往救助时少年却迅速离开了。

昨日上午10时，记者根据张先生的线索，在
黄河路果蔬市场找到了这名十六七岁的少年。他
穿着两件薄秋衣，一个双肩包放在身边，前边的一
张纸上写着他是流落郑州的贫困学生。少年站
在风中不断地哆嗦着，脸也冻得通红。过往市民
不断将硬币和纸币放在少年身前的纸上，过了一
会少年开始将钱收装起来。“今天要了多少钱？”
一位卖蒸饺的老板问道。“500多块吧。还是前
天好，回去一数 800 多块，昨天也是 500 多
块。”少年的话让周围的群众有些不舒服。

记者探问他情况时，少年什么也不说，埋
头迅速收拾好东西，就在记者拨打电话联系救
助站的过程中，少年已经悄悄地离开了。“这个
孩子用的手机很高档的，都是藏在里边的衣服
里，每天钱要的差不多了，穿上衣服就走了。”
附近小卖店的老板说。

□晚报记者 吴泳

本报讯 来郑州15年了，市民杨女士一直
没结婚，可她的户口本上婚姻状况却清楚注明

“已婚”。因为这个原因，她接连两年申请购买
经济适用房都没弄成。“我当时没结婚就有小孩
了，迁户口时，没好意思说‘未婚’。”她没想到，
多年前的一时迷糊，现在却给她带来一堆麻
烦。昨日上午，在惠济公安分局刘寨派出所，警
方奔波了一个星期，终于帮她正名。

未婚生子迁户口时填了个“已婚”
“就为这俩字儿，坑死我了！”昨日一早，在

刘寨派出所户籍室，42 岁的杨月说，自己是
1994年将户口迁来郑州的。当时，她还与前男
友一起过，两人已有了一个3岁的男孩，但一直
没领结婚证。

杨月回忆说，那时办户籍都是手写的。她
抱着儿子，不好意思说自己未婚，于是户口本上
她的婚姻状况就成了“已婚”。杨月说，当时根
本没想到，“已婚”这俩字儿，会给她带来这么多
麻烦。

她和前男友一直过着，到 2004年，两人分
手了，这时孩子都13岁了。两人一直没办结婚
证，更没法办离婚证。

“已婚”后果：房买不上、亲相不成
分手后不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也先后相

中过几个。“有个还是中学老师，我们都准备办事
了。可对方一看我户口本上写着‘已婚’，就把我
当成了婚托儿。”说到这里，杨月眼圈红了起来。

麻烦还不止这些。去年开始，她准备买套
经济适用房，可房管部门一看她户口本上“已
婚”俩字，就按照相关法规告诉她：必须依法出

示结婚证和配偶的相关状况、证明。钱都准备
好了，房却一直买不成。

女警翻遍2万多份档案为未婚妈妈正名
该所户籍民警田丽萍介绍，杨月的户籍是

15年前迁来的，其间国家法规、人事情况和户
籍管理方式都变更了多次。杨月又提供不了相
关证明材料，她的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

11月 9日开始，田丽萍一有空就往市民政
局、惠济区档案局等部门一趟趟跑。1994年至
今，惠济区居民的婚姻档案有2万多份，田丽萍
就一份份查阅核实。11月13日，田丽萍用了两
天时间，把这15年的卷宗全查阅一遍，终于落实
确定没有杨月的婚姻档案。而杨月迁来郑州前，
在老家档案和户籍的婚姻状况为“未婚”。11月
16日，民政和档案部门先后在上面盖上公章。
杨月的婚姻状况终于改回到“未婚”。

正搞庆典
泄气了

11月14日上午，在德化步行街北口，门
前的一个彩虹门突然撒气，倒伏在路上把入
口挡了个严严实实。进出的行人只好从气囊
上跨越过去。一时间，这个街口如同在上演
“跨栏”比赛。大概在20分钟之后，才有工作
人员赶来将彩虹门扶起，通行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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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冷”的少年乞丐
3天讨了近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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