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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热线

我们院有对好夫妻，17年义务打扫楼院
杜岭西街1号院位于杜岭街与西里路交叉

口，院内有4栋楼。昨日15时30分，记者来到该
院，发现院内的路面干净整洁，看不到一片纸屑。

杜岭街办事处张寨街社区主任宋娜介绍，
该院是1993年建成的，住着200户居民，从建成
之日起就是无主管楼院，除了小部分是常住户，
其他均是租住户，是个杂居院。“这对好夫妻，妻
子叫于照芬，今年69岁，丈夫叫刘小群，今年66
岁，从房子建成时他们就在这儿住了，17年来
一直义务打扫整个楼院的卫生，写黑板报等。”

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小张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小院内最后一栋楼，本以为刘小群老人住在
最后一栋楼内，没想到，老人住在最后一栋楼的

对面、一间由车棚改装的小屋内。

打扫卫生成为老人的生活习惯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夫妻俩感情特别好，

一个月前，于照芬生病住院，由于医院位于黄岗
寺附近，刘老先生每天骑车去给老伴送饭，“一
天送两次，每次来回至少要2个小时。”

小张说，虽然每天辛苦来回，可刘老先生只
要一闲，就拿起扫把在院里转起来，维护小院的
环境卫生已经成了老人生活的习惯。

听说记者是来采访刘小群夫妇的，院里的
居民无不称赞这对夫妻。

说话间，刘小群老先生从医院回来了。
据刘老先生介绍，他的老伴喜欢乐于助人，

“她是个热心肠，这个院建成后她看没人打扫，
就每天打扫，时间长了我也和她一起扫起来。”

把自家窗户开个洞方便居民领物品
老人的小屋不足 10平方米，非常简陋，沙

发已经旧得看不出颜色了。
在老人家唯一的一个窗户上，记者发现窗

户纱窗剪了个约 10厘米长的方洞，大冷的天，
老人家里的窗户却开着。“那是我的失物招领
处。”刘老先生说，因为他经常在家，街坊邻居有
个啥事喜欢找他帮忙，开始是收个信，放个钥
匙，为了方便大家来认领自己的东西，他就把窗
纱给剪了个洞，窗户整天开着，“这样就算我不
在家，他们也可以自己拿取，不耽误他们的事。”

《投诉一次扣50 叫来记者扣50》追踪

老板重新算工资
14.9元涨到194元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邢梦琪

本报讯 在一家公司推销年画和挂
历，但干了半个多月，老板只给他算 64.9
元，又因为他到劳动部门投诉过一次，被
扣了 50元，终于工资只剩下 14.9元。12
月 23日，本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昨日
下午，在劳动部门协调下，劳资双方坐下
谈判。

前日上午，中原区劳动人事局工作人
员与本报联系，称他们看到晚报的报道
后，想约上这几名工资被扣的工人了解相
关情况。

昨日上午，记者约上郝建坤和李五涛
来到中原区劳动监察大队，向负责劳动投
诉的工作人员介绍了情况。

昨日下午，劳动监察大队的张晗拓通
知好日子民俗文化商行的周经理前来协调
员工的工资纠纷。周经理派出李鹏飞等两
人，作为协调员。张鹏飞重新计算出郝建
坤的工资，为194元，并称可给郝200元整，
让郝签字认领。

对此，张晗拓提出，根据现在郑州的最
低工资标准每月 680元，建议该公司给干
了 16天的郝建坤 400元，但公司代表不同
意。他们称，只能给郝建坤按业务业绩（客
户反馈的信息）来算工资。

监察大队工作人员介绍，因双方不同
意，焦点集中在考勤方面，他们将详细查看
公司对这些业务员的考勤，根据考勤再协
调。“如果协调无果，将把该劳动纠纷立案
处理”。

“我们这儿有一对好心人，每天义务
打扫楼院，最近他爱人生病了，他还是照
样打扫卫生。”昨日，杜岭西街1号院的居
民小张拨打晚报热线报料，说楼院内有
一对夫妻17年来义务打扫院里的卫生，
让居民们非常感动，希望晚报报道这对
好心人的事迹。

晚报记者 李丽君/文 常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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