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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新闻

讣 告
郑州日报社副调研员李萍同志于

2011年11月5日17时30分病故。兹定
于 11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时在郑州殡
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女儿：姚 尧
女婿：董洪刚 泣告

2011年11月6日

这是个刚刚成立的爱心团体

记者辗转联系到这一爱心团体几位负责
人，他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现有成员20多人，来
自不同的行业，网上联系，利用周末假日去帮
助人——他们给自己的团队起名“大爱心栈”。

11月2日，网友“飘叶知秋”在本地一家论
坛发帖，号召大家募集旧棉衣、毛衣、毛裤、旧
被褥、旧地毯，为来郑讨生活的民工送上冬日
温暖。

募捐活动在 11月 5日上午 11点~下午 2
点，地点在未来路金水路曼哈顿商业广场门
前。“一共募集了 200多件，有衣服、裤子还有
棉被，很多附近的居民专门回家拿来了衣物。”
队员段女士说。

捐赠现场遇到大批凑热闹的

下午 7点，队员们驾驶着 4辆塞满衣物的
私家车来到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桥下。

段女士说，桥下的人很多，队员就让他们10
人为一组，每组选出一名组长，民工都很配合。

“来了不少凑闹的人，可能不清楚这些是
二手衣物。”段女士说，就在队员准备打开车门
分发衣服时，突然很多人聚了过来。“发啥，发
啥……”他们有的穿着印着物业字样的衣服，
有的穿戴看上去很体面，根本不像需要衣物的
人，后来现场有点失控，队员们不得不离开。

“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眼中流露的失望，他们真的一点都没有哄抢，
很有纪律。”段女士无奈地说。

重返现场农民工得到了御寒衣物

昨天下午3点，记者来到中州大道农业路
立交桥下，桥下堆放着许多农民工的行李。在
易初莲花门前，蹲着七八位正在等活的农民
工。

“昨晚那事我知道，我当时还被选上组
长领衣物呢。”来自中牟的刘师傅讲，献
爱心的事确实被一些不在桥下住的人破
坏了，大伙当时都很失望。现在天气转
冷，好多人准备的衣物都不够，夜晚真的
太难熬了。

刘师傅说，当天晚上 9点多，那些爱心人
士的车又开回来了，“我们都激动坏了，他们放
下衣物就走了。”

让袁松燕牵挂的杨国满，是信阳固始县
武庙乡一中的学生。今年 3月份，上初二的
小国满突然觉得时常头疼，而且经常呕吐，
爸爸妈妈带着他到医院检查后得知，年仅15
岁的小国满竟是恶性脑瘤晚期。

半年多来，爸爸妈妈带着小国满四处奔
走看病，已经花费数十万元。“孩子在学校学
习成绩一直很好，咋就突然得病不能上学

了？”小国满的妈妈王中芳一直站在紫荆山
广场中间一动不动，眼睛呆呆地望着远处，
任由眼泪滑落。

就在全家人走投无路时，曾获得“感动
中国人物”的老乡魏青刚了解情况后，并开
始计划如何帮助小国满。

就这样，一场场连绵不断的爱心传递活
动，在北京和河南两地持续展开。

上周末，郑州下着雨，天气非常阴冷，但在
建新街一条小胡同里，租房住的兰考人小崔和
小葛夫妻俩心里却热乎乎的。

11月4日，晚报刊发了这家人生活遇到困
境，妻子小葛希望能用自己绣的十字绣给儿子
换托儿所学费的事。一天内，小崔就接到 60
多位市民提供帮助的电话。

一位女士当天就买下了这幅“家和业兴”
十字绣。

“她给我们汇了3000元钱，说先让给孩子

打预防针、交学费。我们都没想过要卖这么多
钱。”说起好心人，小崔声音有些发抖。

这位好心的女士很忙，还没有来拿十字
绣。小崔说，“等见到她，我们一定会好好谢谢
她的。”

金水路 50号院的王先生打通晚报热线
96678，想以儿子的名义赞助小崔夫妇孩子的
学费，以及预防保健的费用。

我们向小崔转达了王先生的意愿，小崔很
感动。他说：“给俺打电话要给孩子送棉衣、送

学费的人可多了，有这么多人帮忙，我们一定
会好起来的。”

小崔还有好事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人要
给我找工作，现在有五六家单位跟我联系，都
比现在我干的骑电动车送快递要稳定，周一我
就去面试。”

“有个单位的人问我能不能吃苦耐劳，这
一点请他们放心，我肯干，能吃苦，我一定会好
好工作，谢谢好心人了。”

晚报记者 吴淑娟

墙上喷个“要账”
就能把账要回来？

南阳路巡防队队员田书峰来电：北仓
中里2号院一黑色奥迪轿车被喷上白色大
标语，“大骗子，x 老赖还钱”。面对如此

“涂鸦要账”，楼上居民很有意见。
我赶到现场时，几个玩耍的小朋友站

在汽车旁边指指点点。一位居民说，他凌
晨两点听到楼下好像有些动静，想必当时
就是有人来干这了。

一楼楼道电表盒下方的墙上也有涂
鸦，6楼东户的大门和白墙上喷的也有，大
伙儿推测要账的可能找的是这家。

“估计这家人昨晚不在这里住，咋敲他
家的门都没回音。”一位居民说，“要不然，
这么丢人的字眼咋到现在还没人处理呢？”

“不管怎样，这样要账是不对的，多不
雅观，这让上学的孩子看了肯定会受影响，
明显是在破坏公共环境。”居民们随声附和
说，“是啊，有事说事，用法律手段能解决
的，这样做手段太不文明了。”

晚报记者 石明顺

水泥罐车、电动车相撞
电动车上的一人一狗丧命

天堂里有个伴
读者李四信来电：淮河路和交通路交

叉口处，有辆水泥罐车拐弯时撞到一辆电
动车，电动车主人和带的宠物狗当场死
亡。 晚报记者 汪永森

民警判断死者是位老郑州
昨天下午 3点 20分许，淮河路与交通

路交叉口西北角，车牌号为豫AK7981的
水泥罐车横在路中间。

水泥罐车还保持着转弯的状态，车尾
留有2米左右的刹车痕迹，旁边的电动车后
轮一半已经变形，骑车人和小狗躺在旁边。

郑州交警三大队处理事故的民警说，
电动车主人是一名 50多岁的男子，120到
场确认他已经死亡。

民警分析小狗应是死者的宠物，带着
小狗骑车上街，是长期定居郑州老市民才
有的行为。

路口摄像头可能有记录
“听到一声紧急刹车声，我就赶紧抬头

看。”建中街办事处巡防队员赵亚忠、靳之
中巡逻遇到这起事故。

赵亚忠说，大概下午2点50分左右，碰
撞发生后，罐车司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走
到路边开始不断打电话，神情有些慌乱。

货运司机李先生称，他看到水泥罐车
拐到路口斑马线时，车速不太快，左前轮与
电动车相撞，后轮随后撞击并从电动车后
轮轧过。

现场没有目击者，但交叉口东北角有
两个摄像头，可能记录下了事故经过。

民警表示，一般大型工程车辆白天不
允许在市区行驶，因为特殊原因需要的，必
须在交通、建筑等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并
取得相应的许可证才可以上路行驶。

水泥罐车的司机已被警方带走，具体
原因还要作进一步调查。

周六早晨，有点儿冷。从袁松燕目前
的身体状况来说，她不适合长时间外出。

但她还是向实习单位请了假，专门
来到紫荆山广场，双手抱起一个红色的
捐款箱，不停穿梭在繁忙的公交车站。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帮帮小国
满吧，他才 15 岁。谢谢大家了”。袁
松燕用力弯下腰，头几乎挨到了捐款
箱上…… 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几年前，紫荆山的募捐是为她
2007年 4月份，同样是在紫荆山广场，很

多热心的郑州市民曾向袁松燕伸出援助之手。
那时她还是郾城一名高三学生。2006年

11月，她被确诊为白血病，奶奶双目失明，爸
爸高位截肢，无奈的哥哥在西安举着“求职救
妹”的牌子走进了招聘会现场，自愿为预先支
付妹妹治疗费的单位义务工作10年。

袁松燕哥哥的举动感动了很多人，为此发
起的捐款活动中，“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
和“感动中原十大人物”赵俊方各自抱着捐款
箱走上街头，为她忙碌奔走。

回想当年，袁松燕声音颤抖却有力地说：“几
年前所有的热心人，我都深深地记在心里……”

穿着冬装她加入募捐队伍

在众多热心人的帮助下，病情暂时得到
稳定的袁松燕如今已上大学三年级，现在她
被学校分到一家省级医院实习。

如今的袁松燕不适合长时间在外面走
动，感冒是她最担心的事儿。

然而，周末她还是用带有毛绒帽子的冬
装把自己包裹严实，来到紫荆山广场。

广场上，袁松燕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身
影：“曾帮助我的‘感动中原人物’的赵俊方
老师、多次给我关怀的李志平‘妈妈’，还有
一直热心支持公益活动的老战士代表”。

戴上志愿者小红帽，抱起火红色的捐款

箱，袁松燕一路小跑开始工作。
“希望小国满和我一样，早日度过这次

难关。”袁松燕说，从 2007年之后，自己最想
做的事，就是当一名最普通的志愿者，尽点
心，能为别人带来一些帮助。

让我们一起帮帮袁松燕牵挂的“弟弟”

其实，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袁松燕
并不是第一次参加帮助别人的活动，
她早已多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新身

份：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爱心志愿者。
有句话叫：“点滴之恩，当涌泉相

报。”严格上讲，袁松燕的病并未完全

康复，但处在病情稳定期的女孩，已经
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恩”，这就
是美和善的力量！

记者
手记：

募捐，为民工送衣物，现场多人打哄……

新社工做好事儿遭遇现实考验
他们最终将衣物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

好心人3000元买走十字绣
还有企业愿提供工作机会，小崔今天要去面试了

11月5日7点多，一位市民打来电话说，有个爱心团队准备给露宿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桥下的农民工捐
赠衣服、被褥。 晚报记者 张玉东

每月奖金币一枚
每周奖银币一枚
每天奖精制纪念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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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松燕在街头帮陌生的“弟弟”小
国满募集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