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22楼检查建筑质量，却掉到地下室负二楼

小小通风口，要了工头老王的命
“去年秋天，一男子找厕所，也是从22楼掉进通风口致死”
“这个安全隐患，一定要引起建筑部门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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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结队考生顺利到达考场
“三生高考爱心直通车”赴考路上最美的风景

昨天早晨6时起，本报联合三生（中国）发起的一辆辆贴着“三
生高考爱心直通车”标志的送考车辆，成了绿城街头一道最美的流
动风景线。

无论是103辆进行一对一结对的爱心车，还是近200辆由热心
市民组成的“顺风车”、“流动车”，都凸现出绿城志愿者们的一颗热
心和一份郑重的承诺。

昨天上午8时30分，记者从各路反
馈的信息中了解到，所有“高考爱心直通
车”接送的考生及其家长均被安全、及时
地送到全市各个考点。 记者 吴幸歌

昨天，家住工人路的晚报爱心大使雷雨起了一个大早，6点
50分就赶到了桐柏路与陇海路口的考生家，7点20分便顺利把结
对的考生送到了考点。

其实，雷雨先生的女儿，今年也要参加中考，今天正好学校组
织考试，他没有去送孩子。他说：“我家离学校比较近，孩子也很
独立，也挺支持我的。”

考生家长朱先生当天上午得知此事后一直感到过意不去，
“雷先生是一个好人，一定要代我向他说句谢谢。”电话里，朱先生
一直向我们的工作人员交代道。

和雷先生情况类似的还有郑红春等爱心司机，他们的儿女当
天也需接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让孩子挤公交，而自己不改

“爱心送考”的承诺。

昨天上午8点，紫荆山路的王金龙通
过本报热线 67655022 打来电话，要谢谢
高考直通车的爱心司机。

“女儿考试的地方有点远，本来就在
担心。还好看到了晚报的爱心活动，之后
很快接到了爱心司机的电话。”王先生说，
昨天早上7点，爱心司机就到楼下了。更

让他和女儿没想到的是，上车前，司机师
傅拿出了一束包装精美的鲜花送给女儿，
祝孩子考试顺利。

“大清早收到鲜花，孩子很高兴，心情不
紧张了，考试也特别有信心。”王先生说，这
个礼物实在太珍贵了，他要通过晚报向司机
师傅表示感谢。

昨天上午 8 时，当本报告知陶女士已经把其儿
子顺利送达考场后，家住华山路的她放心了。

陶女士的儿子在郑州一中考试。本来想着当天
早上打车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可没想到人太多，在路
边等了半小时还没打到出租车，母子俩急坏了。情
急之下，陶女士想到了晚报的紧急助考热线，并向我
们打来电话。

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急忙联系上了爱心出租
车公司陈师傅，让他联系附近车辆赶过去接送，把考
生及时送到了考场。同时，陈师傅联系陶女士，表示
当天下午他会亲自把孩子送到考场的。

“这下，我也可以放心去上班了。明天我们也不
用发愁了。”原籍上海的陶女士说，“郑州这个爱心城
市，市民在场外‘高考’，同样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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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进场

托运的联想电脑弄丢了
律师：托运贵重物品不保价

也要注明价格、数量

市民杜先生昨日来电，称他去年10月
份花4000多元买的一台电脑，被物流公司
运丢了，对方只赔1000元。

记者 冉小平

去年10月，杜先生花4250元给儿子购
买了一台联想台式电脑。春节后，儿子到
深圳打工，让他给快递过去。

5月9日，杜先生将这台电脑用木箱子
包装好，拿到河南中通物流办托运。

过去了一个月，儿子来电说没收到电脑。
经物流公司确认，电脑托运途中丢失了。
由于托运电脑时，杜先生没有办理保

价手续，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称只能按照运
费来赔付，之后又表示愿意再赔付 1000
元。至今双方就赔偿问题还没达成一致。

昨日，记者联系上河南中通物流公司
负责人洪永旗。

他表示，当时客户拿来一个大木箱子，
也没查看里面到底装运的是什么物品，再
说电脑已经用了近一年了，且没有保价，赔
1000元已经够了。

我就此事咨询了河南豫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瑞丽。他表示如果货物丢失或损
坏，在能充分证明货物实际价值的情况下，
物流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赔偿
数额问题，要看双方之间运输合同规定。
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很难实现按价赔偿。

他建议市民在托运贵重物品时，最好
办理保价手续；如未办理，也应在协议单上
详细注明货物价格、数量等，保留证据，方
便日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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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通风口，却丢了命

6日下午2点左右，高新区梧桐街与长
椿路口东南角的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2 号楼一楼天井处，一名中年男子半裸上
身，仰面躺着，旁边站着十来个民工，正用
一床破被子，盖他的身子。

这名男子脸上多处有血迹，已经没有
了呼吸。

旁边一位来自鹤壁的民工刘先生介
绍，死者叫王喜亮，开封县人，45 岁，是他
们的工头。

“我们在这里干的是砌墙和内粉墙的
活儿，上月27日完工，算了账，工地该给我
们 20 万元左右。说是 6 月 1 日给我们结
账，但工地负责人徐经理到 6 月 1 日没有
给王喜亮算工资，说是建筑质量有毛病，6
日中午饭后，王喜亮和徐经理上楼去看建
筑的质量，当时还有几个人跟着，到了
排风口处，不知怎么回事，王喜亮就不
见了。”

刘先生说，他们立即下楼去找，最后
在排风口的地下室负二楼，看到王喜亮躺
在下边：“喊他时，他不应声。赶紧打了报
警电话，120赶到后，已确认人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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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有稿费

6日下午，在郑州市西郊某在建工地，一中年男子从22楼通风口坠落入地下室负二楼，当场身亡。
民警介绍，通风口虽小，但是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像电梯预留口大，所以根据规定要设立挡板和

安全指示牌，而排风口因为太窄小，一般不设“危险”指示牌，“这个安全隐患，一定要引起建筑部门的
高度关注”。 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因为当时一群人上了楼，对王喜亮坠楼致
死，大家都议论纷纷，也有多方猜测。

接到报警的高新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对死者进行了现场检验，同时，把当时在场的
近10人都带到派出所，一一展开调查。

昨日中午，记者再次赶到现场，死者的妻子
和女儿围着王喜亮的尸体，已哭得无法站起。

民工刘先生告诉记者，警方确认这是一起
突发偶然事件，不属于刑事案件。

民警介绍，通风口虽然小，但是隐藏着极大

的危险，像电梯预留口大，所以根据规定要设
立挡板和安全指示牌，而排风口因为太窄小，
一般不设“危险”指示牌，去年秋天，秦岭路一
高层，一位装玻璃的男子，找地方小便时，掉入
排风口内，也是从 22层坠楼到负一楼，死亡情
况与王喜亮一模一样。“这个安全隐患，一定要
引起建筑部门的高度关注。”

昨日下午 3点，工地与死者家属双方达成
协议，死者家属得到80万元赔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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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郑州曾发生相同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