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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小时的轮班搜寻，工
友所指的两个区域搜索均未有
收获。

现场消防人员表示，这起事
故是我市今年暑期发生的第一
起溺水事故，而民工溺水事故几
乎每年都会发生，提醒市民远离
危险水域时，也提醒工地方面加
强对民工的安全教育。

记者离开时，搜救人员正联
系运送更长的探底竹竿，酝酿展
开第二轮搜索。晚 8 时许，记者
致电牛振西，张某仍未有踪迹。

工友称，张某的家人得知噩
耗，已启程来郑，他们希望能够
尽快将张某打捞出来，让家人能
够再见张某一面。
线索提供 辛女士（稿费50元）

5 月初，在金水区某小区
内 ，房 客 李 冰（化 名）与 房 东
杨 先 生 因 房 租 等 琐 事 发 生
纠 纷 ，房 东 限 期 让 李 冰 搬
离，李冰则感觉房东霸道，不
肯搬走。

杨先生认为房子是自己的，
于是拿备用钥匙打开房门，并更

换门锁。未料李冰回来后发现
已换锁，打电话找来开锁匠，以
钥匙丢失为由打开房门，并再次
更换门锁。

杨 先 生 一 怒 之 下 报 警 ，
最 后 李 冰 得 到 房 东 原 谅 ，给
他开锁并换锁的开锁匠因无
证开锁遭治安拘留。

36℃的高温，民工水塘中寻清凉却丢了性命

夏意渐浓，“野坑”万万下不得
昨日，郑州迎来入夏最热一天，一名东北籍民工却在36℃的高温
中消失在郑东新区一水塘中。
消防人员称，这起事故可能是我市今年暑期第一起溺水事故。
提醒市民远离危险水域，避免类似惨剧再度发生。
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文/图

吃 过 午 饭 ，5 名 东 北 籍
民 工 结 伴 来 到 在 建 龙 湖 四
环 路 一 个 水 塘 寻 清 凉 。 塘
边 有 人 在 洗 衣 服 、塘 中 还 有
人在洗澡。

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张某游向塘中，离岸约 20 米
时突然慌乱起来，挣扎着向水
底沉去，最后在岸边工友的呼
喊中消失在塘中。正在游泳

的工友来不及施救，慌忙撤回
岸边。

随后，郑东新区派出所民
警赶到，对张某的衣物进行拍
照取证。

下午 2 时许，记者赶到事
发水塘边，该处水塘位于唐庄
村区域，水面近 6 亩，周边水草
丰茂。

六七名东北籍民工聚集

在 一 起 ，他 们 一 个 月 前 结 伴
来 郑 ，在 附 近 一 处 工 地 干
活。“他不是洗澡，是游进去
的 。”工 友 刘 某 称 ，张 某 27
岁，育有一女，两家距离不足
30 里。

刘某说，工地缺水，大家平
时洗澡、洗衣都成问题，高温陡
至更使大家难以忍受，才结伴
来到水塘边消暑。

唐 庄 村 民 介 绍 ，水 塘 是
三 四 年 前 抽 沙 形 成 ，之 后 地
下水不断上涌形成了较为宽
阔的水面。“村里有大大小小
20 多个水塘，这些水塘看似平

静，但水下坑洼不平，水浅处两
三米，水深处则超过10米”。

“以前每年夏天都有人淹
死，村民都很小心，村庄改造
村 民 多 已 迁 出 ，可 民 工 不 了

解情况，又进去游泳了。”他
希望施工方和当地办事处在
这些坑塘边沿设置安全警示
标识，以防悲剧再次上演。

“水下情况非常复杂，现在
只能等。”郑东新区派出所民警
王红杰说，民工报警时表述不够
清楚，先期赶到的消防官兵只带
来了生命探测仪，缺少必要的水
下打捞设施。

他先后联系了中牟厉风救
援队、郑州冬泳救援队，但两支

队伍都因一些原因不能及时赶
到，他又联系起郑州红十字水上
义务救援队。

下午4时许，金水消防大队第
3辆消防车载着冲锋舟、排钩、竹
竿、绳索等工具赶到，郑州红十字
水上义务救援队的20名队员也在
队长牛振西的带领下来到现场。

4 时 10 分许，两名消防队员
从东南方划舟下水，送下排钩向
西北一路摸排，但两次搜索均没
收获，用于测量水深的竹竿难以
接触到水塘底部。

救援队的8名队员拖着水漂、戴
着潜水镜，一身蛙人打扮从西南岸下
水，不断用竹竿下探排查，但水下情

况过于复杂，历时一个小时仍无果。
“水性好的靠憋气最多能潜

到 4 米深，再深压力太大就超出
了承受能力。”民间义务救援队
长牛振西分析，事发水塘属于

“野坑”，最深处 10 多米，加上水
草太多，他们目前的装备只能在
5米以上表层摸排。

民工水塘游泳溺水消失

水塘抽沙形成，深处超十米

消防和民间力量合力救援

民间蛙人携竹竿水中搜索

这是暑期第一起溺水事故

此前，郑州晚报记者曾对郑州市开锁行业进行调查，除了楼宇及
房门贴满小广告遭人讨厌外，最令市民不安的是——开锁匠开
锁不亮上岗证，也不验客户身份，给钱就开，导致纠纷不断发
生。从业7年的锁匠徐全友表示，这个行业的混乱是由自身导
致，要想扭转当前的混乱现状，需要成立被市民认可的行业协
会。 郑州晚报记者 刘凌智/文 白韬/图

我市警方曾针对我市开锁
行业现状进行调查，总体归结出
四点：行业内部无序，从业人员
混乱；恶意竞争；开锁技术培训
泛滥；开锁广告宣传混乱。

开锁行业为何如 此 混 乱 ？
在 此 行 业 摸 爬 滚 打 7 年 的 徐
全 友 给 出 两 点 解 释 ：一 是 利
润 驱 使 ，开 个 普 通 锁 收 费 50
至 200 元 ，复 杂 的 防 盗 锁 要
100 元 以 上 ，开 保 险 箱 得 200

元 ，开 汽 车 锁 则 根 据 车 型 收
费 ，最 高 1200 元 。 二 是 资 金
投入低，除了经验和技术，几
乎没有别的要求。

徐全友透露，有人注册个
电话号码，就开始冒充是已在
工商注册、公安备案的开锁公
司；有人不会开锁，招揽没资质
的开锁匠，开公司揽活谋利。
出事后，警方查不到开锁匠信
息，破案好比大海捞针。案例

为何没有行业协会进行规
范？徐全友说，行业中“正规军”
想的是如何提升名誉，“野战军”想
的是如何敛财，开锁流程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有些还故意破坏
客户门锁，强卖门锁为其更换。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锁
匠手里如果没有工具同样是睁
眼瞎，但郑州目前有许多商家出
售开锁工具，这些工具由外地购

置，来到郑州再高价转手倒卖，
销售时不查看留存购买人信息，
这样就给一些人提供了专用的
作案工具”。

徐全友表示，行业内有消息
称，今后开锁人员所持装有芯片
的上岗证，“能追踪定位便于管
理，客户更能用手机扫描证件，
获知开锁人基本信息确认身份，
这样就可以保证安全”。

管城区有个叫张小川（化名）
的开锁匠开了个锁匠培训班，广
收门徒。但学员们的信息不为警
方掌握，学成后是正当开锁还是
偷鸡摸狗，无人知晓。而张小川
只关心学费，来者不拒。

自 2012 年起，以 3500 元/人
的学费招收徒弟，学习十几天就
可出师。学员基本控制在 3 到 5
名，只要有身份证就行，学成后
只要工具到位，一般门锁和车锁
都能打开。

惹纠纷的无证开锁匠被拘留

开锁班交钱就能上，十几天就学成

现状 注册个电话号码就成立开锁公司

消防官兵正在准备打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