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愿给妹妹和闺女添麻烦

热线新闻

站在15楼楼顶，吓住了不少人

她却说去楼顶
是为了吹吹风
民警调查：她有抑郁症

□记者 冉小平

昨日上午10点，市民田女士来电：说
姚寨路丰产路附近有人跳楼。

女子被救下来后，说起站在楼顶的原
因，让人不可思议：站在楼上是为了吹吹
风，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10点10分赶到现场，跳楼者已被救
了下来。

金水区丰产路办事处巡防队员王召
荣回忆了事发经过：早上 9 点半左右，他
和同事巡逻到姚寨路丰产路口，看到不
少路人朝上城公馆小区楼顶看，说有人
要跳楼。

在15楼楼顶烟囱处，站着一个年轻女
子，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牛仔裤，不时还
朝下看。

10余分钟后，施救人员赶到现场。消
防队员和丰产路派出所的人员爬到楼顶，
劝这名女子不要想不开。

僵持了片刻，工作人员把她救了下
来。整个过程大概有20分钟。

民警问起站在楼顶的原因，红衣女子
说“当时上去就是为了吹吹风，以前也在楼
顶站过”。

她自己承认，患有轻度抑郁症，没有完
全康复。

“每天早上忙完家里，我就会推着轮椅
出来卖气球。上午转个一上午，中午回家
吃吃饭，下午又出来，一天有时候也卖不了
几个。”

张阿姨说，每天卖气球一来可以打发时
间，二来还可以挣点买菜的钱。她心里有一
个很质朴的想法：自食其力，靠自己生活。

“其实这些”气球人“都是我闺女给我编
的，她在珠海上大学，现在放假在家。她在网
上自己看视频学会了编这些东西，我就把这
些编好的气球每天拿出来卖卖”。

张阿姨不懂电脑，闺女正在慢慢教她咋
编。

“能挣钱吗？”我禁不住问道。
“每个气球卖4块钱，有时候能卖个四五

个，有时候一个也卖不出去，虽然赚不了多少
钱，但我也是在做生意。”

张阿姨告诉我，她也就今年这一段儿时间
卖气球，平时就是卖点钥匙扣，属相牌这
些小东西。闺女开学走了，她要是还学不会咋
编，就不卖气球了，还卖那些小商品。

张阿姨一直认为“做生意”就是她的
职业，虽然身体残疾，但她从没想过要去
乞讨。

“我就是不愿给妹妹和闺女添麻烦，妹
妹让我在这儿住我就很感激了，不能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我闺女上学要交学费还
要有生活费，我每天做点小生意够吃喝就
行了，省下来钱给闺女上学用。”张阿姨笑
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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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交不找零，的确不方便

网友倡议设“爱心零钱箱”
“取一投一”，市民能做到吗？

网友争论：乘客的自觉性很难保证
公交公司：管理难跟上，资金缺口也很大
大家都看看，这个建议可行吗？

急着乘坐BRT，走上站台却发现没有零钱，这样的情况可能误了你不少事。
昨天，网友“若即若离”在大河论坛内就这一问题发帖提出建议，他发了《关于设立郑州快速公交站台“爱心零钱

箱”的建议》这一网帖。
“有一些人因为疏忽忘带零钱或公交卡，当你向搭乘同一班车的市民能否换一下零钱时，大都是行色匆匆；你一

路狂奔到附近小店，买东西换零钱，再回来搭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了制度的死板，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漠。”
这个帖子立即引来网友们的热议。 记者 汪永森

文化路店：61005777
经七路店：63615777
东明路店：66353377

每天奖价值144元礼品
每周奖价值600元礼品
每月奖价值1000元礼品

网友“若即若离”建议，在快速
公交站台投币处设立“爱心零钱
箱”。“爱心零钱箱”装有可开启的投
币、取币开口，当天快速公交正常营
运由站台工作人员开启，正常营运
结束后由工作人员关闭。开启期间
若有人没有零钱可以从“爱心零钱
箱”中取出进行投币，同时欢迎该乘
客下次乘坐公交时再投回硬币。

他考虑确保“爱心零钱箱”不枯
竭，有3个方法。

首先，取一投一。每一位得到
“爱心零钱箱”帮助的人都应该心存
感恩，发扬这种爱心助人之精神。

其次，社会爱心人士及爱心企
业注入 1元硬币。每月可举行一次
注入硬币公告。

最后，站台工作人员也要负起
责任，避免出现恶意盗取的问题。

对于“若即若离”的建议，网友认为“取一投一”
是亮点也是难点。

“jiliang23”留言“非常的支持”，疏忽忘带零钱
或公交卡，拿着 5元或者 10元换零钱，找站务人员
和其他乘客都很难成功，“爱心零钱箱”能解燃眉
之急。

“xxx9956”则认为，设立这样的零钱箱，“忘记
带零钱”的人会更多。

“风抚清泉”称“若即若离”“想法非常和谐，但
是我不赞成实施”，仅凭自觉能否保证“取一投一”

的长期运行，还是未知数。
网友“古歌”在赞成的同时，提出“整合一下资

源，比如把公交站点与报亭整合，谁在这里卖报纸，
谁就负责义务兑换零钱”。

他甚至建议，把车上投币箱设计成自动找零，
理由则是“技术很好克服”，识别100元、50元、10元
人民币的电子设备早已问世，“只要能识别，就能自
动找零”。

“welijack”说“事在人为，只是看这个城市用心
不用心了”。

“若即若离”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而
实施步骤也作了一个规划。

他认为，BRT站台设置“爱心零钱箱”，社会效
益巨大，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也多了爱心传承的
意味。

此外，“爱心零钱箱”作为载体可以实施箱体广
告换硬币，公交站台则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

郑州快速公交公司则表示，快速公交线路运营
之初，曾有市民提出过类似建议，最终却未能实现。

“站务工作性质特殊，无法对零钱箱时刻进行
有效监管，而善款的用途和用项也需要第三方的监
管。”工作人员说。

网帖认为维持“爱心零钱箱”初步运营需要“千
枚以上 1元硬币”，而站务人员可能连零钱箱的安
全都难以保证。

郑州城区乘用快速公交的乘客很多，“爱心零
钱箱”里每天需要存放多少零钱，才能够满足乘客
的乘车需要呢？

公交公司回应：曾有市民提过，难实现

看看这个“气球阿姨”
56岁的她坐着轮椅卖气球

“我要自食其力，靠自己生活，省下钱来给闺女上学”
她还把低保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这位卖气球的阿姨姓张，今年 56 岁，双
腿都有残疾。

说起她的腿病，张阿姨只是淡淡地说：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烧，到医院打了一针
后，回来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我这双腿特别得软，都能抬到肩膀上。”
张阿姨笑着就把腿搬到了肩上。

张阿姨的父亲是一位郑州市的离休老干
部，她的兄弟和妹妹都有很好的工作，对她也

很照顾，她现在就是住在妹妹的家里。
“我嫁到了长葛农村，我的爱人也是个残

疾人，后来下岗了。我原来在一家服装厂上
班，40岁的时候也下岗了，每个月有800块钱
的补助。”张阿姨说。

“我们村里要给我低保，我没有要，我想着
我能够工作，有比我生活还差的，我就把低保
让给别人了。现在我和爱人都干点零活，每个
月有个2000块钱收入，能够顾着生活了。”

快速公交站台可
以设立“爱心零钱箱”

网友Amo-邵供图

昨日下午，在郑汴路老汽车东站附
近熙攘的人群中，一片由黄色、红色、蓝
色组成的气球团格外引人注目。走近一
看，是气球组成的“气球人”。

“气球人”用长短不一的细线系在一辆
轮椅上，每个气球的脸上都有“送你微笑”的
字样。簇拥着轮椅上端坐的一位阿姨，她
不停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没有叫卖声，只
是默默地等待。 记者 何涛 石明顺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