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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魏海明、李晓军，你们在哪里

有人还想和你们踢足球
人到中年，回想起少年时光，怀

旧之心愈来愈浓。粟先生就是这样
的人。年过不惑，他希望能找到一起
读初中的同学。

粟先生 1983 年进入郑州二中
读初中，1986年毕业。毕业那年在

“初三六班”，班主任是李延楷老师。
粟先生记起 4 名同学的名字。

其中有3名同学当时天天放学跟他
一起踢足球，很起劲，要是找到了，

“多希望再一起踢一次球”。
4名同学具体信息：
金波，男，40 岁，曾在郑州搪

瓷总厂上班。中专毕业后曾在老
郑大南门开了间租书店。

魏海明，男，40岁，当时家住中
原路京广路交叉口二七公安分局家
属院。父亲为二七公安分局干警。
大学在武汉读的，曾在航海路中船
七一三研究所上班，几年前辞职。

李晓军，男，40 岁，当时家住
大学路航海路交叉口航院家属
院。长得较瘦，外号“猴子”。

张丽，女，40 岁，班长。当时
家住中原路兴华街交叉口机械研
究所家属院，也曾在武汉读大学。

如果你就是粟先生要找的人，
或你认识他们，或你就是郑州二中
1986 年“初三六班”的学生，请电
话联系18039281769。
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

昨日下午，市民来电投诉称：
中原路南侧长城路上路灯下午6点
就亮了，而此时太阳还挂在天上。

下午 6 点，中原路西环道向南
第一个路口就是长城路，这条东西
向路上的路灯果然亮着。

“五一开始，每天下午6点多，天
还大亮着，路灯就亮了，这样已有七八
天了，大白天开灯太浪费了！这钱谁
来买单呀。”长城路上一商店老板说。

“以前整夜不亮，如今大白天
就亮了。”绿都城居民张先生说。

记者联系市政局照明灯饰管
理处，该部门称，施工方没向市政
部门办理长城路路灯移交手续，这
条小路不是主干道，连接的是小区
照明线路。“所有市政部门管理的
路灯，随着季节的变化会调整时
间，冬天在下午 6 点开灯，夏天多
在下午7点15分统一开灯。”

工作人员介绍，这一行路灯的
电费归小区支付，但最终可能还是
让小区业主摊付。记者随后向该
路所在社区反映了相关情况，希望
早点把路灯时间段调整好。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龙翱
线索提供 岳永溆（稿费50元）

本报曾报道过的爱心民工老申遇到难事儿
儿子患先天性心脏病，凑不齐手术费，他说：

“我想借两万多元给儿子做手术”
“请相信我的人品，我一定会在5年内分期还清”

“为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献一
份爱心，他拼命做苦工，切割机
割墙时尘雾弥漫，一天下来，吐
痰都带黑色。今天，他终于攒
够200元捐来。他就是郑州的
申先生！一位良善的农民工。”
2012年6月27日，本报A12
版曾报道了“‘爱心民工’多次默
默为公益组织汇款”的新闻。
时隔两年，老申的家庭突然遭
遇了一场较大变化。今年春
节前，他15岁的小儿子在医
院检查出患了先天性心脏
病。这个不幸的消息让他原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面对近6万元手术费，
性格刚强的他再三考虑后通
过网络求助：“请相信我的人
品，借钱帮帮我的孩子。这
些钱，我一定在5年内分期
还清。”
郑州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200元、100元、30元……
几年来，常年依靠干体力活
四处奔走的打工者老申，不
止一次用自己的血汗钱帮助
那些有需要的人。

2012 年底，老申因在火
车站西广场看到一位母亲由
于不舍得花钱打车而背着刚
做完脚部手术的女儿徒步回

家而心生同情，从此便利用
自己那辆破旧电动车做起了
免费拉人的公益事儿。

然而，无论是“坚持捐
款”还是“爱心摩的”，这些年
来，除了赞扬和感动，老申的
公益行为也遭受一些质疑。
有人说，他自己还吃不饱却
坚持献爱心的方式并不可

取；也有人说，他用电动车免
费拉人的事情虽说合理合
情，但不一定合法。

而每次听到这些不同声
音，老申心里总有一个念头：

“不管人家咋看，能为别人做
点事情，心里就很舒坦。”在
儿子查出患病之前，他这些
小善举从来不曾中断。

这些年他在质疑声中坚持善举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 3
月初，，他正上初中三年级、学
习成绩优异的小儿子申志达，
被医院诊断出患了先天性心
脏病。面对近6万元手术费，
他几乎崩溃了。

“志达在班里学习成绩

一直前十名。马上就要参加
中招了，这可咋办？”自 3 月
26日把孩子送到郑大一附院
住院后，为筹集手术费，老申
彻夜难眠。虽说性格比较倔
强，多次思考后，他还是通过
网络把家里难处发给了几个

因公益活动结识的朋友。
一些了解老申的人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西部爱心公
益网”的负责人在一家公益网
站发起了募捐倡议，还主动将
他的情况反映到了中华儿慈
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9958 儿童紧急救助中心
的工作人员晨冰找到老申，
调查、核实后，向单位作出了
最高额度3万元的救助申请。

“实在难以想象，自己家
条件那么差，还整天想着帮
别人，真想多帮帮他。可按
照规定，一些常见病种的救
助金最高就这么多……”晨

冰总会不由自主想起那些让
人心酸的场景：租房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杂物，
却没有一件像样家具；家里
每天的生活费都需要老申奔
波干活儿凑合；申志达和正
上中专的哥哥连一件像样的
衣服都没有……

“自己想办法借几千元，网

友捐助的几千元和这3万元，孩
子 手 术 的 希 望 大 多 了 。”
凑不齐医疗费，儿子手术日期
一直拖延，老申显得心急火
燎。他在网上发起求助：“我
想借两万多元给儿子做手
术。请相信我的人品，希望能
借钱帮孩子看病，这些钱，我
一定会在5年内分期还清！”

这些年，由于妻子身体
不好，老申家的日子过得越
来越紧。除了生活费和孩子
上学费用，他经常会省吃俭
用从自己的饭钱中扣下来百
儿八十去帮助别人。

“手里从来没有过余钱，
平时也没给孩子买过一件衣

裳。哪儿房租便宜，我们家
就搬到哪儿住……”提起生
活中的点滴经历，老申情不
自禁地把目光慢慢转移到了
申志达身上。许久，才几度
哽咽说完了一句话。

老申说，正是因为自己
意识不强、对孩子关心不够，

才耽误了孩子的病情。“以
前，总认为他每天蹦蹦跳跳
的很健康，想着家里条件差，
没舍得给他交钱办新农合。
要不然，现在看病也不会这
么难。”

希望能有更多人伸出援
手，帮老申父子度过这次难关。

太阳还明晃晃
长城路上的路灯就亮了

昨天，老申在医院陪护患病儿子。

老申捐款时留下的汇款凭证。

■寻好友

■求管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