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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徽小伙来郑打工，向
父亲借钱遭拒在 QQ 上拉黑父亲，并
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一年之后父
亲专程赶来寻找，得知他最后一次使
用身份证件是在火车站区域的一家
网吧里。

昨日，安徽男子查正加致电郑州晚
报，希望帮忙寻找来郑打工的儿子查
建，双方已经失联一年之久。

2015 年 5 月 15 日，24 岁的查建到

郑州打工，之后多次联系父亲借钱。前
3次父亲都借钱给他了，第四次双方感
觉很不愉快。

“一个月里要了三次钱，一次 400，
一次 300，还有一次 500，再要我就不给
了。”查正加说，他希望儿子能认认真真
地找一份工作。

查正加拒绝儿子后，发现儿子删除
了自己的QQ号码，随后连手机号码也
注销了。父子二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

内未再联系。
2016年8月，52岁的查正加从安徽

老家赶到郑州寻找儿子，求助警方后获
知，儿子 2015年 8月 3日曾在郑州火车
站区域的一家网吧使用身份证上网。

昨日中午，查正加接受郑州警方的
建议，返回老家采集血样。市民如知道
查建的下落请拨打 110联系警方或致
电本报热线96678。
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昨日14时许，记者赶到火车站
西广场，只见京广路东半幅长约
200米的距离，被30多辆私家车、出
租车及机动三轮车占据。这些车随
意停放，原本宽敞的四车道已挤压
得只剩一个半。

在这200米的距离中正好有一
座公交站牌，当公交车抵达时，候车
乘客必须横穿3个车道才能上车。

这些车都挤在这儿干啥？记者
询问一车主，他们称是来西广场接
送好友，有的嫌停车场收费，有的怕
亲友找不到车，就停在了这个显眼
的公交站牌旁。

但一位等候公交的乘客表示，
这些车好几辆都是网约车。刚刚还
有两个车主询问大家去哪，问有没
有人坐车。

记者联系了相关管理部门得
知，他们一直在对这一段路进行治
理，但司机和执法人员打游击。每
当执法人员来了，这些车就很配合
地离开，而当执法人员离去，这些车
就又回来了。

火车站西广场的京广路最近有点“心塞”

都挤成这样了
咱还好意思乱停？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民王先生致电本报热线96678称，郑州火车站西广
场附近的京广路上，一些社会车辆肆意停靠，造成京广路东半幅严重堵车，连等
公交的乘客都得横穿三条机动车道才能上车。
郑州晚报记者 刘凌智/文 白韬/图

躲猫猫、离婚、转移财产……
老赖再拼，也躲不过“法眼”

本报讯 为了逃避10万多元的
债务，他先是避而不见，到后来不惜
和妻子离婚，转移财产。但这些伎俩
终究没逃得过执行法官的“法眼”。
昨天，在中原区法院执行局，“老赖”
王富（化名）主动上门，与申请人达成
协议，并当场一次性将执行款履行完
毕。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赖账，先离婚后转移财产
2014年2月4日，中原区法院对一起

侵权纠纷案一审判决，王富赔偿各项损
失10.5万余元。王富不服上诉，同年6月
6日，郑州市中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书生效后，王富迟迟不愿履行
法院判决。执行局赵学福法官多方调
查走访发现，“王富在二审判决下来的
第五天和妻子离了婚，并通过离婚协议
将个人财产转移至儿子名下，其个人名
下无财产”。

同年4月18日，王富的儿子用16.2
万元购买了一辆新车。

“我们多次找到王富父子核实并做
思想工作，希望他俩能尽快履行法院
判决，但王富坚持自己没有钱。”赵学
福说，王富始终不承认自己曾将财产

转移到儿子名下，“称儿子买的车都
是自己辛苦挣的。”2015 年 3 月，中原
区法院不得不对其采取拘留 15 日的
强制措施。

今年5月，案件终于出现转机。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执行法官

查明王富儿子名下有一笔数额不小的
拆迁补偿款，该款项正是王富所有房屋
的拆迁补偿款。5月 3日，法院依法将

拆迁补偿款11万余元予以冻结。王富
儿子认为法院没有权力冻结自己名下
的财产，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不但不履
行义务还要求法院解除冻结，执行案件
再次陷入僵局。

根据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的
有关内容，申请人得知可以通过刑事自
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时，申请人果
断决定提起刑事自诉进一步维权。

当王富得知申请人准备提起刑事

自诉时，立马转变态度，主动要求与申
请人和解，配合法院执行。

15日上午，王富与申请人达成调
解协议，并将执行款一次性履行完毕。
线索提供 王新 穆童

坚称自己没钱被拘15日

查出名下拆迁补偿款

刑事自诉维权，“老赖”主动和解

一言不合 QQ上拉黑父亲
安徽小伙来郑打工失联一年 查建，家人在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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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50米的身高、3.5尺的腰围，
上个楼或走一段路便气喘吁吁……如果不
是亲眼所见，你很难相信，11岁的滑县少
年小闫的体重已达 172斤了。如此体重，
让他的父母犯了愁。

发烧后，10天里体重增10斤
昨日下午，50岁的滑县半坡店乡小石

庄村村民张玉凤向郑州晚报求助：“希望能
得到一些减肥的好方法，帮帮孩子！”

她说：“孩子从生下来直到 6岁，身体
一直很健康，也很少生病，体重和其他孩子
也没啥明显差别。”

2012年春节期间，由于天气寒冷，不
满7岁的小闫发烧了，烧得挺厉害，前后下
来有一个多月。然后，孩子的体重开始“噌
噌噌”地往上增。张玉凤说，她记得自己测
量了一下，“短短10天里竟然长了10斤”。

此后至今，小闫也由一个相对瘦弱的
男孩变成了170多斤的“小胖墩”。在滑县
及周边地区成了第一“小巨人”。由于肥
胖，他的脸已严重变形，仿佛有两个下巴，
多余的脂肪“塌”了下来。11岁男孩子的
正常体重应该在34公斤左右，他的已是同
龄孩子体重的2倍还多。

胃口大：拼命吃还感觉吃不饱
目前，小闫该上六年级了。张玉凤说：

“孩子每次走在外面都能吸引不少路人的
眼光，这使孩子既自卑又无奈。”

当然，小闫异于同龄孩子的最大特点
就是“强大”的胃口：除了睡觉，只要醒来就
会不停地吃。“限量的第一天，一碗饭他很
快就吃完了，然后马上把碗递过来让给盛
饭。我给他讲道理，他根本不听，哭喊着要
吃饭，拼命地吃还感觉吃不饱……”两年
前，张玉凤无奈只好限制小闫每餐的饭量。

由于天天吃不饱，小家伙的情绪变得
很急躁。

家人寻求减肥良策
滑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于东游介绍，

对小闫进行了详细的诊断和检查，结果各
项指标均正常。他说，儿童肥胖程度可分
为 3 级 ，体 重 超 过 正 常 儿 童 标 准 体 重
20%~30%为轻度，30%~50%为中度，50%
为重度。肥胖程度越严重，对儿童健康的
危害越大。

“孩子的肥胖给家庭增加了很多烦
恼。”目前，张玉凤最大心愿就是想知道儿
子的肥胖到底是啥引起的，同时恳求好心
人士提供减肥良策。

如果你能帮助这个“小巨人”瘦身，欢
迎拨打郑州晚报热线96678或者请联系张
玉凤15936675986。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通讯员 朱如海 宋向龙 文/图

拼命吃还感觉饿
11岁少年体重172斤
谁能帮他“瘦身”，请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