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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读者万先生提
供这条线索，请来晚报领
取50元稿费。

拨打晚报热线、QQ聊天、微博留言，都有可能获得“千元稿费”
即日起，郑州晚报推出寻找“千元稿费”线索活动。
我们会审慎对待每一条线索，慎重选一条揭示社会问题深刻，最好是独家、稿件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反响的线索，付给报料人“千元稿费”。
拨打晚报新闻热线67659999，和晚报新闻QQ27255753聊聊，在新浪郑州晚报官方微博上留言，生活在郑州的你，发现新闻后第一时间给晚

报报料，都有可能获得“千元稿费”。
我们，期待你的发现。

昨日下午 6点多的光景，下了一天的小雨终于停歇，天色也
渐渐暗去。

交通路汝河路口东南角的一栋居民楼一楼，“西安面馆”像往
常一样打开了门头上的射灯，门头上有三盏射灯，中间的那一盏
没有亮。

开面馆的老侯爬上去修。刹那间，一声大叫，电流击中老侯。
“西安面馆”的邻居们说，听到外面突然一声大叫，跑出去看

时，老侯身子已经软软地搭在了门头上，手还在间歇地抽搐着。
众人急忙切断电源，并从二楼窗户处把老侯救了出来。
接到电话的救护车很快赶到，医护人员现场抢救了近半小

时，但由于接触电流时间过长，40多岁的老侯抛下了伤心欲绝的
妻儿撒手而去。

在围观群众的注视和叹息声中，救护车载着老侯渐渐冷去的
身体和悲伤欲绝的妻子离开了。

在邻居眼中，老侯是一个开朗、和气的老好人，这家面馆已经
开了一年多，平日里生意也不错。没想到，一场悲剧就这样突然
发生了。

专家提醒，若不具备一定的电力知识及修理电路的经验，切
勿接触雨后暴露在外面的电线和电器。 晚报记者 白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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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7点15分，万先生来
电：交通路小学旁边，有人跳
楼了，110 和 120 都已经赶到
现场，人生死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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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时找不到出口，掉进去了
“都在这儿待一天了。”经营书店的老人孙凤莲说，22日早上，

他们开门后有一只小麻雀飞了进来，可能是觉得窗户那里比较亮
堂，以为是个出口，一头冲了过去，谁知道却掉进了这个缝隙里。

“可能是那时候撞晕了，掉下去了。”老人说，小麻雀掉进去后
一直叽叽喳喳地叫，不断想飞出来，还有两只大点的麻雀在窗外的
法桐上飞来飞去，也是叽叽喳喳地叫着。“那两只大的叫了一个多
小时，最后都飞走了。”老太太说，被困的小麻雀可能累了，渐渐地
声音小了，也不往上飞了。

搁物架上放了很多东西，怕架子倒下来，所以用膨胀螺丝把架
子的一部分固定在墙上了，要想挪开得在店里大动作，还得撬开螺
丝。队员把木棍伸进去想往上赶它，小麻雀左跳右跳，飞不起来。

“要不用胶水粘吧。”有市民这样提议，可很快就被大家否定
了。“万一粘住了羽毛，它飞不了了咋办？”“再不然就用渔网，小一
点的那种……”

被困了一天多，终于出来了
昨天上午 11 点，队员试着把扫把和小点的拖把塞进缝隙

里，孙老太在窗户外面不停拍打着，嘴里还嘀咕着：“快点飞呀，
快飞出来……”缝隙里的小麻雀几次展翅，可空间实在太小了，翅
膀张不太开，勉强飞到出口处就没了力气，直往下掉，李福玉赶紧
用拖把和扫把接住它，充当垫脚的地方，可小麻雀却躲到一旁，又
掉了下去。

又试了几次，也许是明白了大家的用意，小麻雀再次掉下来时
站在了拖把上，再一张翅膀，猛然从缝隙处冲了出来，向着东边飞
上了天，叫了几声，很快就不见了。

“这么小的麻雀，弄出来这么大的动静……”大伙也松了口气。

小书店里转了几圈小书店里转了几圈
冲着玻璃窗飞过去冲着玻璃窗飞过去
糟了，掉夹缝里了糟了，掉夹缝里了

小麻雀遇到大麻烦小麻雀遇到大麻烦
小学生求助：“救救小麻雀”

昨天早上7点50分，经八路巡防队员代仁义、李福玉巡逻到
经五路与纬一路交叉口附近的纬一路小学门口时，一名背着书
包的小学生向两人求助。

“叔叔，你们救救它吧……”小女孩指了指学校门口的一家小
书店说，有一只小麻雀飞进去出不来了，卡在玻璃和木板之间。

两人走过去一看，发现书店一扇玻璃内有一只小麻雀努力
地往上飞，可是试了几次都无法从缝隙里飞出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玻璃窗内是一个搁物架，两者之间只有二
指宽的缝隙，一只小麻雀不断往缝隙里钻，想要挤出来，可是每
次都不成功。

底部距离缝隙出口约80厘米高。正好是早上上学时间，不
少小学生围在这里看。

李先生：一只小麻雀书店
里转了几圈，找不到出口了，冲
着有亮光的玻璃撞了上去，结
果被困在搁物架和玻璃之间两
指宽的缝隙里，一天都没飞出
来。 晚报记者 张璇/文 周甬/图

村子拆了
大树咋办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昨日上午，朱屯村的卢长林来电求助：
“村里拆完了，但我们村有一株 300年的古
树，当时藏在居民家中，相关部门也没有挂
过牌。现在我们不知怎么办？想请你们帮
帮忙。”

昨日上午，晚报记者来到朱屯村。村
里的民房基本拆迁完毕，废墟上孤零零地
有株国槐。

槐树边，几位老人坐在一侧乘凉。国
槐枝叶茂盛，虽然树芯空了，但是树身还挺
健壮，绿叶开了一串串白色的花。一位老
太太说，花没开前叫槐米，开后叫槐花，结
了果叫槐豆，三种都是很好的中药。

卢长林说，这株树原先藏在居民家里，
很少有人知道，5 年前绿化部门来统计古
树，没有找到这株树。

“新村改造，必须要把这株树移走，我
们只想给它找个好地方，让它成活下来。”

晚报记者与市绿化委联系，绿化委工
作人员将与改造这个村的负责人联系，最
好把它移到树木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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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读者李先生提
供这条线索，请来晚报领
取30元稿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