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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名党政干部
市委党校学消防

10月22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
宣传知识讲座走进郑州市委党校，郑州消
防警官郭军丽为全市科级、县处级干部等
300 名党政领导干部送上一堂《消防法与
消防管理》讲座。

郭警官详细阐述了新《消防法》确立
的“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
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明确了各
责任主体的消防安全责任，说明了新《消
防法》加强应急救援工作、加大对危害公
共消防安全行为的查处力度等变化，列举
了如何做好家庭电气火灾预防，重点讲述
了基层党政领导抓好消防工作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如何更好地履行消防法律责
任，提高公共消防安全管理能力等内容，
得到了培训班学员们的高度评价。

据悉，这次讲座是为贯彻落实市政府
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将消防教学纳入
全市党政领导干部党校教学计划的具体实
施。记者 周玮卿 通讯员 唐爱军 王晓楠

建筑工地消防演习
高喷消防车显威

造价385万，水柱射高90多米

据统计，今年以来，郑州市共发生火灾
2127起，其中施工工地火灾 39起，虽未造
成人员伤亡，但也暴露出施工现场消防安
全问题。为深刻吸取此类火灾事故教训，
10月22日下午，中原区消防大队在福建二
建建筑工地开展了大型消防演习。

4点40分，该工地一33层在建建筑10
层突然“失火”，由于风势较大，大火迅速蔓
延，消防官兵立即出动高喷车赶赴现场，8
分钟后，大火被成功扑灭。据悉，该 56 米
高喷消防车，单车造价385万元，可用于多
种火灾的扑救。遥控炮射程高达90多米，
相当于30层高。

记者了解到，近日，市政府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及所使用
出租屋消防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原区
消防大队将督促有关单位按照规定，建立消
防组织，制订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
组织演练，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能力。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王春荣

□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刘国保

昨日，长兴路派出所刘国保致电 96678，一
男子偷配原工作单位仓库的钥匙，盗取价值近
200 万元鱿鱼。近日，长兴路派出所侦破了这
起特大盗窃案，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 5月 14日，在郑州市江山路调味品市
场经营鱿鱼的尹先生，突然发现自己仓库内的
鱿鱼少了 200多包，这些不翼而飞的鱿鱼是最
好的品种，每包重 50公斤价值 4000余元，共价
值80多万元。

尹先生十分吃惊，他急忙对仓库内的所有
货物进行集中清点，而清点的结果令他更加震
惊：另有价值100多万元的鱿鱼也不见了！

尹先生向长兴路派出所报了案。
8月上旬，经过3个月的不懈侦查，专案组民

警发现曾在尹先生公司打工的崔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8月6日，民警在老鸦陈抓获了崔某。当
天，根据供述，民警又抓获了另一名嫌疑人马某。

崔某，40岁，郑州登封人，2009年至2011年
在尹先生的公司打工。崔某供认，他打工期间
每月能挣两三千元的工资，可因平时挥霍无度
又不够用，2011 年底辞职了。辞职前，他利用
一次机会，偷偷配制了公司仓库的钥匙。

2012年春节前夕，崔某“手头有点紧”，为了发
财快，他将目标锁定在尹老板的鱿鱼仓库上。决定
之后，他又找来安阳市的朋友马某一块发财。然
后，崔某在惠济区一村庄内租了个仓库以做备用。

准备妥当，崔某以公司“出货”为由，找来两
名农民工，租了一辆货车，用偷配的钥匙进入仓
库，偷走鱿鱼数十包（每包50公斤）。

崔某以远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将这些鱿鱼
卖到新乡，获利4万余元。

此后，崔某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盗窃10余
次，偷出了价值近200万元的鱿鱼。截至案发，已
陆续卖出百万元的货物，非法牟利数十万元。

根据崔某的供述，民警分别在郑州、新乡等
地抓获了6名涉嫌购赃的人员。这几人以极低
的价格收购崔某的鱿鱼，明知“来路不正”，但仍
图“高利润”纷纷买下。

目前，长兴路派出所专案组民警为尹先生
追回百余万元的被盗鱿鱼和10万元赃款。

□记者 鲁燕 文/图

为一堵“窟窿墙”，一向关系很好的两邻居
“斗”了好几个月，最后闹到了法院。

鹤壁浚县法院善堂镇法庭法官苏建新带着
水泥、工具去了现场，三两下把这堵墙的窟窿补
好了。

10月18日一大早，记者在浚县法院见到了
“补窟窿法官”苏建新。

谈到补窟窿事件的由来时，苏建新说，这
是一起邻里纠纷案。

2004 年，因前面的邻居盖新房，后面的邻
居不愿意，把前面邻居的后墙戳了个窟窿。

双方闹了两个月，起诉到苏建新庭长所在
的善堂镇法庭，苏建新反复做这两家邻居的工
作，也没多大效果。“我看得出来，两家其实就
是在‘斗’气。最后，我一见这个窟窿不补起来
肯定不行，就带着水泥、工具去了，不到10分钟

就把这堵窟窿墙给补好了。”
“那会儿，两人的‘面子’

都找了回来。”善堂镇党委孙
书记说，自此，两家没有再发
生矛盾。

如今，苏建新已调到浚
县法院城关法庭当庭长了。
可是，孙书记在碰到一些棘
手的事情时，还是习惯说：

“去，把苏庭长叫来，商量一
下看怎么处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苏
建新不仅给人家的墙补窟
窿，还给老百姓做了许多“漂亮”的事。而其
中，有好多事压根儿就和法院没一点关系。

据了解，在善堂镇法庭干了近 10年的他，
每年给老百姓解决纠纷有60余起，而每年受理
的300多起案件，调解率都在80%以上。

如今，在浚县，在鹤壁，乃至河南，都知道
有个“补窟窿法官”苏建新，省高院院长张立勇
还专门批示，要求发扬光大“补窟窿法官”精
神。

线索提供 孙志平 王帅

4个儿子，对83岁老父亲不管不问
王老汉有6个子女，4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旁人看来，虽然他的老伴已去世了，但

是有这么多子女还有孙子们的围绕，也应是幸
福的老人了。

可是，老人说，他的身体虽然还好，每天
骑个三轮车可以来回地活动，但终究是老
了，拿不动锄头也下不了地了。“现在除了女
儿给我拿点生活用品外，儿子们都不管我的
死活。”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王老汉将 4个
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儿子们负担其生活费及
医疗费用。

儿子说他不缺吃不缺喝，对他不薄
考虑到老人的不易，惠济法院为王老汉办

理了诉讼费缓交手续。
古荥法庭的法官接手案件后立即与老人

的几个儿子取得联系，可是，儿子们听说被老

父亲告了，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大儿子说：“我
们对他都不薄，他其实不缺吃、不缺喝的。”

一个儿媳说，老人告他们的目的其实不为
钱，而是想找个老伴。儿子们说：“那么大年纪
还找老伴，说到谁那儿都不合适。”

对此，主审法官穆牧反问了老人的几个儿
子：老人为什么要找老伴？你们平时又陪老人
多少时间了？老人的孤独你们清楚吗？

尽管官司赢了，老人心里很失落
法官们还找到当地的村干部对老人的4个

儿子进行了分别开导劝说。
因积怨已久、矛盾太深，法官们的努力并

没有换得王老汉几个儿子的理解，他们仍旧采
取强硬态度。

于是，法官不得不对此案进行了当场宣
判，4个儿子自今年8月起每人每月支付王老汉
赡养费2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对此结果，王老汉很满意。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王老汉心里还是很
失落，因为他的儿子们会对他的意见更大。可
是，他又能怎样？

期待：子女“常回家看看”
本案的承办法官说，其实，老人起诉子女实

属无奈，有的因为赡养费问题，还有很多老年人
在乎的不是每月几百元的赡养费，更多的是精神
上的需求，本案王老汉多属于这种情况。

前几年，全国也有过几起案子，老人因为子
女不回家陪自己吃饭而上告法庭，当时法庭规定
子女必须每个月回家探望老人一次，但由于亲人
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裂痕，法院很难强制执行。

正在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子女
“常回家看看”已写入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还增
加了“精神慰藉”等内容，以后子女不“经常”回
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以前这种官
司法院一般不会受理，但现在法院要立案审
理。 线索提供 维佳 穆牧

半夜偷来大枣和核桃
第二天还在原地卖

东西不值千元，要在牢里待一年

今年23岁的赵秀，平时靠推着板车卖
水果为生，今年 9 月 17 日夜，他路过郑州
高新区一家水果店门前时，发现这家店的
老板买了一汽车水果没卸车。

赵看看四处无人，而车后侧露着整筐
的大枣，他顿时想弄几筐。于是，他悄悄地
揭开盖车的篷布，连续搬走10多筐大枣放
到自己的平板车上后，见四周仍旧没什么
动静，他又上了车，钻到车内向篷布里摸，
摸到还有核桃后，就顺势又盗走两袋。

赵把盗窃的物品卖给经常一起卖水
果的小摊贩一部分后，第二天一早，就推
出来卖。

转了几个小时，赵认为盗水果附近的
桥头生意好做，而那辆拉水果车早已不知
去向。于是，他怀着侥幸的心理，推着水
果车到桥头出售起来。

这天一大早，拉水果的弟兄二人发现
车上的水果丢失后，准备到水果市场去看
看，他们路过桥头时，突然看到被告人售
水果的包装，正是他们购的水果的包装，
两人上前确认后，哥哥以高价全包货物与
被告人讨价还价，弟弟立即到一边向派出
所报了案。

赶到的民警把赵秀控制，赵随后承认
自己盗水果的事实。经鉴定，两样货物价
值 998 元。昨日，高新区人民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赵秀有期徒刑一年。
首席记者 徐富盈 线索提供 王东明 唐骜

83岁老父亲打官司
向4个儿子索要赡养费
养老钱有了着落，可老人心里仍然很失落

法官说，其实王老汉内心太孤独
打官司主要是希望子女多回家陪陪他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对老人们来说，本应该是个幸福的节日，可是，家住惠济区古荥镇的83岁王老汉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生活费还是靠打官司要来的，更别说子女们平常给他更多的关心了。

承办法官说，其实，王老汉是内心太孤独了，他打官司主要还是希望子女多回家陪陪他。 记者 鲁燕

鹤壁浚县有个“补窟窿法官”
街坊邻居闹矛盾，在他手里都能化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