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楼一个门面房里，
记者见到了小张跟随打工
的何老板。何老板正在和
另一方负责人讨价还价。

何老板说，他们左扣右
扣扣了我10多万元。另一方
负责人说，他们工程只干了
一半，甲方看不上他们的活
儿，当然不能继续让他们干。

当记者说，楼上的人挨
得很辛苦，能否先把他们劝
下来再谈事，双方都没有动。

旁边的民警摇头道，他

们也在劝说，可是双方一直
为钱纠缠不清。

当记者离开时，楼下的
两辆消防车和一辆 120 急救
车仍在坚守中。

截至18点28分，现场消
防队员王正元告知，3人中一
人走下来离开。晚上9点26
分，楼下一姓何的老板终于
答应先支付仍站在广告架上
的两名工人的工资，这两名
工人才从楼上下来，已冻得
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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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了，农民工兄弟都需要些啥？
记者走访发现，他们的需求很简单：
“等活儿时能接受些义务培训”“过年回家给孩儿带个玩具”……
如果您也想为他们送上一份温暖，欢迎拨打晚报热线96678

天气凉了，在室内工作的人感觉不太明显，而一直在露天等活儿的农民工兄弟，就不是那么
舒服了。
昨天下午和傍晚，郑州晚报记者来到省会几个农民工聚集比较多的区域，了解他们的需求，把今
年的“郑温暖”行动引向深入，让农民工感受到郑州人的关怀和这座城市的温暖。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2012 年 12 月初，郑州晚报
爱心公益社联合社会各界的爱
心人士，在寒冬中开展了一系
列温暖农民工的活动。中州大
道立交桥下，100 条棉被送到
露宿街头的外来务工人员手
中，后来又几次追加，棉衣棉被
温暖了农民工的身心；1000 份
爱心饺子送到街头的交警、环
卫工、农民工手中；1100 双手
套温暖保护了农民工的孩子们
的小手……

今年冬季虽然寒冷，但爱
心依然会很炽热。昨日下午，

郑州晚报记者走访了几个立交
桥下外来务工者的聚集点，倾
听他们的心声。我们想除了捐
献衣被，同时为他们解决一些
精神需求。

北三环南阳路交叉口立
交桥下，是农民工聚集较多
的场所。下午 3 点 40 分，这
里的农民工有三四十人，有
的在桥下路边等活儿，有的
围坐着打扑克。

来自鹤壁淇县的潘师傅
今年 60 岁，他一个人在桥下
孤零零地站着，他说刚来郑州

十来天，在老鸦陈租了一间仅
能放张床的小房子，房租每月
200 元，这十几天也就挣了 200
多元。

“活儿不好找，特别是像我
年龄有点大。但没办法，家里
困难，来郑州总是机会多一
点。睡在桥底下身体实在受不
了，但好不容易挣点钱，又都交
房租了。”老潘很无奈，“来的时
候带的厚衣服不多，被子也有
点单薄。如果有人愿意帮我
们，最好还是捐件大衣或被子，
这最实惠。”

记者发现，昨天虽然已经
明显感觉阵阵寒意，但路边等
活儿的农民工，大部分衣服还
比较单薄。

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想法
也很朴实。

郑州晚报记者在解放路立
交桥下，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
而过去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中州
大道农业路、东风路两处桥下，
昨天下午记者没有看到他们的
身影。

本报“郑温暖”关爱农民工
的活动即将开展，农民工最需要
的还是御寒的衣被。如果您能
为农民工兄弟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 助 ，欢 迎 致 电 晚 报 热 线
96678。欢迎与我们同行。

“希望能给我们进行些义务培训”

又冷又危险，谁愿意爬那么高要工钱？

关心农民工兄弟
从“不差钱”开始吧

昨日 16 点，温度 14℃，
一栋20多层的高楼楼顶广告
架上，3 个人影在晃动，广告
牌设立在顶层边沿，稍有不
慎便可能上演一场悲剧。

经开消防大队直属中队
副中队长王正元说：“这是我
们今天第二次来了，上午这
几个讨薪的人从 10 点 50 分
待到11点40分下来了，说是
老板答应给他们工钱。结
果，中午吃了饭后又爬上去
了，说是老板变卦了。”

这是一栋正在装修的大
楼，只有步梯才可以通往楼
顶。记者步入天台看到，一名
男子正坐在3米高的支架上，一
只手紧抱在胸前，另一只手死
死抓着栏杆，头发在冷风中飘
动着。另外两名男子则站在支
架较低的位置，看到身后有人

来到现场，其中一个人迅速爬
向高处。

“兄弟，你下来吧，我求
你了！咱俩加一块还不到 2
万块钱，值得用命去拼吗？”

“兄弟，你冷不冷，你下来我
把衣服脱给你！”在天台上劝
说的是一名 20 多岁张姓男
子，他双眼不住滚下泪珠。

“我这兄弟的大娘腰部
刚动了手术，急用钱。”小
张说，他和坐在最高处的
是兄弟，老家是周口淮阳
的，前段时间跟着一个老
板做装修活儿，结果因为
另一方欠老板的钱，他们
也没拿到钱。

随后，任凭消防队员、
小张、记者如何劝说，3 人均
没有丝毫下来的意思，一人
喊道“不见钱，绝不下来”。

南阳路北三环立交桥下，农民工露宿的部分被褥

来自商丘的老李每年都来郑州打工，他说在桥下等活儿的农民
工，大都没有特别高超的专业技术，啥活儿都干，以短期和零工为主。

因为活儿不好找，租房又贵，必须省吃俭用。这处立交桥
下，多的时候晚上能睡一两百人。大家都是地下铺张席子，身上
盖个被子，凑合着过。对他们来说，天气冷的时候，厚衣裤、军大
衣、棉被等是最需要的，他们自己带的或者不多，或者时间长了
受潮，保暖性能不好。

家在郑州郊区的小陈说，等活儿的时候能喝上一碗热水，他
们也特别满足。立交桥附近卖饭的不好找，找到了也都比较贵。

“你们能不能组织一些医疗卫生、心理健康、法制安全的免费
培训啊，有的伙计找不到活儿，喝酒打牌特别不好，应该加强教育。”

“如果有图书、玩具捐给我们，过年回家给孩子带回去，他们
肯定特别高兴。我是舍不得给儿子买玩具，太贵了……”

来自新密的王师傅嘴上说“春捂秋冻”，但实际上，他是感觉
现在就把带的厚衣服穿上身，再冷的话就不好办了。

农民工兄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