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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当领导了，咋还抓我？”
7月7日早上8点半左右，B35路车

长师超驾驶车到冉屯路秦岭路站时，一
瘦小男子上车说没带零钱。“人都上车
了，没钱也不能给撵下去啊”。最后一
名穿白色上衣的男子上车后，师超驶离
了公交站点。到桐柏路牛寨时，车厢内
有人吵闹，正好到了站点，师超看到白
衣男子手抠瘦小男子的腰带直接下了
车，一同下车的还有一位女士。

7 月 8 日上午，桐柏路派出所民警
来到公交公司调监控，称前一日车上发
生了偷窃事件，白衣男子是警察。

昨日，记者联系到白衣男子，没想
到他是郑州市公安局桐柏路分局的副
局长李惠强。瘦小男子绰号“土豆”，因
盗窃多次被李惠强抓过。7 月 7 日早
上，李惠强在站点发现了熟悉的“土
豆”，经验丰富的他监视着“土豆”，并发
现“土豆”在到站时拿刀片悄悄划开了
一女乘客的包，“我抓他时他看是我，就
说‘你都当领导了，咋还抓我啊？’”

经查看，被偷女乘客的包里放着
9300元现金。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 线索提供 樊玺

17岁南阳白血病男孩
郑州“遭遇”爱心
爱心企业送来10万元“救命钱”

他是不幸的：去年突发白血病，父亲渴望
为儿子输送“生命种子”，可几十万元的
医疗费却成为这个农村家庭无法逾越
的障碍。
他又是幸运的：受我市一家爱心企业的
委托，郑州慈善总会昨天送来10万元
“救命钱”。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17 岁的王昊在镇平一高读高二，
他的成绩很好，目标明确：再拼一年，上
清华生物工程专业。

然而去年10月，正在参加期中考试
的王昊突然右臂疼痛，流鼻血不止，强忍
几天后才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王玉岑。

在南阳市中心医院，王昊被确诊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南阳接受 5
次化疗后，今年 6 月，王玉岑带着儿子
来到郑大一附院。

几天前，王昊与父亲的造血干细胞
配型成功，这意味着父亲将再次为他输
送“生命种子”。可是，仅移植费用就需
要30多万元。

为了帮助这个优秀的孩子，镇平县
一高、检察院、团委等已为王昊捐款 5
万余元，家里也借了十几万元，但前期
治疗已经所剩无几，急需“救命钱”。

“昨天接到郑州慈善总会的电话，
说要送来 10 万元善款。”王玉岑昨天在
病房内接到 10 万元的善款，“有了这笔
钱，如果一切顺利，最快下周一，儿子就
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了。”

昨日上午，在郑大一附院 1 号病房
楼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无菌层流仓
外，王昊通过对讲机告诉记者说：谢谢
帮助他的郑州爱心企业和郑州慈善总
会，他希望身体痊愈后能够回到校园
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生物学家，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开塔吊的她
高空中隔着层铁皮，夏热冬冷
为抓牢梯子，即使寒冬也不敢戴手套
一天连轴干24小时很常见……
我们的城市，栋栋高楼大厦拔地
而起，现代化气息越来越浓。而
穿梭其中，又有谁知，有一个工
种，他们像蚂蚁搬山一样日日在
“空中阁楼”间劳作。他们披星
戴月，清晨攀上高空塔吊仓，晚
上回归地面，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用塔吊将一砖一木吊起，用
汗水乃至生命筑起高楼，他们就
是塔吊工。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龙翱 文/图

下岗后为生计
再次选择干塔吊

已经 50 岁的冯云萍，原是郑
州市某建筑公司的一名塔吊工，
1985 年参加工作，1909 年企业改
制被原单位解聘，由于没有其他特
长，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再次选择
登上“高塔”。

现在的她，在西三环与陇海路附
近一工地担任塔吊工。“以前单位干
活，国家有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还
能坚持，但后来改制后单位要延
长工作时间，工友们不愿意，于
是单位将塔吊工一律解聘，又另
外招了一些临时工。于是，我就下岗了。”

冯师傅下岗时，她老公也下岗
在家，儿子正在上学，“两个人都在
家里歇，不是个办法！于是我就背
着俺那口子，揣着塔吊上岗证，跑
到施工工地上找活干”。

对于塔吊工的艰辛，有近 30
年工龄的冯师傅长叹不已。“只有
干过塔吊工的人才有体会，其他人
都没有发言权。”这是冯师傅一直
挂在嘴边的话。

冯 师 傅 跑 了 几 家 工
地，大多工地嫌她是女的，
都很犹豫。到第六家时，
冯师傅央求工地让她试试
再做决定。“就这样，我又
干起了老本行。我干活肯
卖力，这家单位一直用着
我。有人看着塔吊工坐在
驾驶楼里很安逸，那可就
大错特错了：小小的塔楼
只有1平方左右，身材瘦小

的还可以在里面转转身，
胖大一点连转身的余地都
没有。隔着一层铁皮，夏
天热得要命，冬天冻得要
死。”冯师傅一脸苦笑，用

“高、难、险”三字形容塔吊
工，一点不为过。

“不说别的，每天爬上
爬下的一般人就受不了，
且不说体力和胆量，就说
两只手，到了冬天，连棉手

套都不敢戴，怕抓不牢摔
下来！更怕操作时不灵
便，害了下面的工友。我
们每天和工地干活的民工
一样，天一亮就得干活，每
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
坐进塔楼，这心就提到了
嗓子眼儿，为啥？咱手里
吊着的不仅仅是建筑材
料，也牵连着下面工友的
性命，哪敢马虎一点？”

最累的就是遇到浇筑
混凝土，一天连轴转，干24
小时很常见，下来歇两三
个小时还得继续。而最尴
尬的就是如何解决上厕所
的问题，“高楼建到 20 多
层，那塔吊仓就更高，下到
地面方便？那是不可能
的！”

“特别是女的，更麻
烦，就说小解吧，男同志拿
个瓶子就解决了。说句不
好意思的话，真是憋不住
了就蹲下来用塑料袋方
便，然后下班时带下来。
为了尽量不在干活时方
便，一般干塔吊的都没喝
水的习惯，不是不渴而是

不敢喝。现在，我年龄一
天天大了，有时爬塔吊有
点力不从心了，每上一次
要歇一两回，现在一家人
都劝我别再干了，可家里
生 计 需 要 啊 ，我 有 个 打
算，再干几年改在工地开
施工电梯，每天能正常接
触地面。”

为 了 体 验 冯 师 傅 的
实际工作和空中作业的
情况，昨日上午 6 时许，
记者跟随冯师傅一起来
到 工 地 ，50 岁 的 她 抓 着
梯子一口气向上攀了 20
多米。跟随冯师傅好容
易攀到空中，记者双腿直
打战，而她却立即开始了
工作。由于她工作的空
间太高、也太狭窄，记者

多次想拍照，却终无法拍
到一张她在吊楼里工作
的照片。

冯师傅说，她儿子张
彬彬今年也二十好几了，
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
的 工 作 ，后 来 也 通 过 考
试，拿到了塔吊操作证，
如 今 也 在 从 事 塔 吊 工
作。“咱老百姓，图的就是
衣食无忧，干这活虽然危

险辛苦一点，但工资还算
可以，以前每月 3000 元左
右，从去年开始涨到了每
月四五千。人都说世上
没有没本的买卖，干啥都
一样。儿子很争气，干活
很能吃苦。现在，只要儿
子能平平安安的，我就谢
天谢地了……”
线索提供 岳永溆
（稿费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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