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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单位破产

职工咋缴医保费？

市民苏女士昨日来电咨询：她

原来的单位破产了，当时医疗保险

费是单位统一缴纳的。现在她该怎

么缴纳医疗保险费？

苏女士，记者帮您咨询了市医

保处。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

未到缴纳时间，到 2012 年 1 月，您

可到户口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缴

纳。

晨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琳

外地人能否

在本地办老年证？

蔡先生昨日来电咨询：他和老

伴儿已到了办理老年证的年龄，虽

然两人都住在鹤壁，但都没有本地

户口，他们能否在鹤壁办老年证？

蔡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市民

政局老龄科。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

省老龄委统一规定，省内老年人应

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办理老年

证。 该证办理之后，外地老年人持

证与本地户籍的老年人享有相同

的优惠政策。 晨报记者 周凯楠

在外地住院治疗

能回鹤壁报销吗？

鹤山区李先生昨日来电咨询：

他的家人前段时间在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接受治疗，现在

已经回到鹤壁。他的家人之前参加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笔住院治

疗费用能否到鹤壁报销？

李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鹤山

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我省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相关政策规定，农民患者

因特殊情况需要外转到其他地区

医院的， 需要办理相应的转诊手

续，然后持“新农合医疗证”到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所就诊的医疗机构

属于哪个级别，则持相关医疗收费

票据回到家乡后，到新农合管理机

构，享受本市同等级别定点医疗机

构的相同起付线和补偿比例。如果

不符合相应政策规定，则暂不予报

销。 晨报见习记者 孙艳

司建世，请领失物

市民楚女士昨日来电反映：5

日晚上，她在新区乘坐出租车时捡

到一个钱包， 钱包内有驾驶证、河

南煤化集团医保卡等证件，驾驶证

上显示的姓名为司建世，住址为山

城区朝阳街东段。希望失主或其亲

友看到消息后，拨打晨报新闻热线

3313880，与记者联系领取失物。

晨报记者 王帅

路口常有车闯红灯

希望安装摄像头

新区市民赵先生昨日来电反

映：6 日早晨， 他送孩子到福田小

学上学时，在鹤煤大道和嵩山路交

叉口， 看到一辆 21 路公交车闯红

灯。 这个路口没有摄像头，经常有

车闯红灯，附近有小学，孩子上下

学很不安全，希望司机能遵守交通

规则，也希望相关部门在路口安装

摄像头。 晨报记者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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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波：11岁的男子汉

□

晨报见习记者 杨阳 文 / 图

6 岁，多少孩子还在父

母怀里撒娇，有些孩子还在

被家长追着喂饭，有些甚至

连穿衣服、系鞋带都要大人

帮忙，可李海波已能够自理

了———自己洗衣服、自己洗

澡、自己整理房间，甚至开

始帮爷爷奶奶奶奶择菜、洗

碗、扫地、拖地、做饭……

转眼间， 李海波 11 岁

了，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

出色的男子汉，成了爷爷奶

奶的依靠。

小海波年幼时，父母就离婚了，从此之后他一直跟

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偏瘫在床，奶奶年纪大了

而且腰腿都有问题， 小海波在这样的环境下渐渐成长

为家里的“顶梁柱”，帮忙做家务，帮奶奶照看爷爷，成

了爷爷奶奶的依靠。

在同龄的孩子还在被家长追问作业的完成情况

时， 小海波凭借努力在各种比赛中拿到一个又一个奖

项。小海波的语文老师许二娟说，她是小海波的老班主

任，小海波四年级时转到福源小学，之后一直是三好学

生和特优生， 以前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曾在市数学竞

赛、故事大王比赛、创新作文比赛等比赛中多次获奖。

小海波的新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灿楠也告诉记

者，小海波平常性格开朗，在同学中人缘很好，就是特

别懂事，有时候懂事得让人心疼。

小海波人缘好， 有很多朋友， 他的同学都很喜欢

他，其中李宣霖、杨小芮和他的关系最为亲密。

杨小芮说，海波学习好、脾气也好，和他一起比较

开心；李宣霖说海波不自私、不霸道，懂得谦让，还喜欢

帮助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

李宣霖还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他和海波有个

共同的理想，长大了他俩都想当科学家，一起设计出比

“天宫一号”更厉害的飞行器。

在福田四区小海波的家里，记者见到了小海波 70

多岁的奶奶。在奶奶眼里，小海波是个孝顺、自立、懂事

的孩子，她告诉记者，小海波喜欢看的电视，他爷爷不

喜欢；他爷爷喜欢看的电视，小海波不喜欢。所以，海波

爷爷看电视时，海波就回房间学习，把电视让给爷爷。

今年 5 月，小海波的爷爷去世了，大人们忙着处理

后事，顾不上管小海波，小海波伤心之余，默默地擦桌

子、搬凳子、扫地、拖地，尽量给奶奶帮忙。

以前小海波的爷爷每天都要从床上到客厅吃饭，

因为爷爷偏瘫，每次起来都需要人帮忙，走路也要人搀

扶。小海波从六七岁起就知道扶爷爷起身，每天搀扶爷

爷来回四五次，因为体力有限，小海波每次都要竭尽全

力，但他从不抱怨。

没有人接送，没有人辅导，没有大人无微不至的呵

护，还要去照顾别人，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小海波

仍然坚持用功学习。 小海波上辅导班时从来不让大人

接送，一天夜里他回来晚了，不小心摔倒，胸口恰巧碰

到石头上，他怕大人担心就忍着没说，后来奶奶看他脸

色不对，一问才知道孩子摔了。奶奶掀开小海波的衣服

一看，胸口红肿了一大块，都已经渗血了。

现在，11 岁的小海波不仅会收拾屋子、打扫卫生，

还会做面条、饺子，蒸米饭，他心疼奶奶年纪大了，就自

己踩着凳子擦窗户、擦抽油烟机。小海波从来不挑吃不

挑穿，总是说“别人能吃的我就能吃”。

老师

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老师

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同学

不自私、不霸道、懂得谦让，大家都愿意和他玩儿

奶奶

孝顺、自立、懂事，从小就知道帮大人的忙

化粪池堵塞

店里卫生间半年不能用

疏通费用谁出？ 记者协调解纷争

晨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琳）

合友小区没有物业公司， 化粪池堵塞导致一

门面店的卫生间半年不能正常使用， 该谁负

责疏通？ 困扰该门面房店主赵先生近半年的

问题，在记者的协调下找到了解决方案。

12 月 6 日， 记者接到新区合友小区一门

面店店主赵先生反映，因化粪池经常堵塞，导

致门面店的卫生间半年来无法正常使用。

当日下午， 记者来到赵先生的门面店 。

“这栋楼一楼是商铺， 二楼以上是住宅房，我

店里厕所的下水管道连接的化粪池在合友小

区里。 ”赵先生带记者来到小区找到了被堵塞

的化粪池， 他说前两天他花 100 元找师傅把

这栋楼前所有化粪池的盖子都掀开了， 维修

师傅说这几个化粪池都得掏干净， 不能只掏

他家用的这个化粪池，费用得五六百元。 赵先

生认为不是他一家的问题， 维修费应该整栋

楼的业主共同出，可该小区没有物业公司，他

不知道找谁协商。

记者找到小区门岗， 看门的连师傅得知

记者的来意后告诉记者， 两个单元楼都有自

己的化粪池，一楼门面店用的是一个化粪池，

该小区每户居民每月给他 10 元钱算是管理

费，他负责打扫卫生和看门。“门面店没给过

我管理费， 可门面店后面的化粪池夏天向外

冒污水从东流到西， 正好经过这栋楼的单元

出入口。 业主们都来找我， 我就找过他好几

次，但到现在都没有见他疏通化粪池。 ”连师

傅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和连师傅找到赵先生，双方就

化粪池该谁修、如何修等问题起了纷争。 连师

傅说，小区建立时他就在，比维修工更熟悉下

水管道的走向布置，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被堵

塞的化粪池与相连的化粪池之间的管道被堵

塞，他给赵先生提出两个解决办法：要么疏通

这节堵塞的管道；要么像隔壁那家店面那样，

把下水管道直接改迁通向主管道。

最后，赵先生选择了第一条解决方案，双

方言和。

淇滨区环卫处：突增的工作量让环卫工为难，与工地协商不见效

7 日上午， 记者与淇滨区环卫处取得联

系，负责路面清扫的郭队长替环卫工人向记

者倒起了“苦水”：“几百米长的路上只有一

名环卫工负责打扫， 即便来十个人也扫不

完。 我们也多次联合市容监察部门到该工地

协商， 但工地上的人拿扫把到街上做做样

子，至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关于有环卫工

堵门要钱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情。 ”

郭队长说，新区工地非常多，尤其是南

部片区，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环卫部门也

积极配合，“偶尔几次也无所谓了，但是工程

车频繁驶过，路上的石子、土和泥撒了几条

街。 环卫工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单位资金

有限，给他们发的工资也不高。 为了平息工

人们的怨言，我们也象征性地一天给他们补

助几块钱。 但我还是希望，这些车辆在出工

地前， 哪怕是拿铁锹将车轮上的泥土铲铲，

就能为环卫工减少不少工作量。 ”

刚扫干净，泥头车又来了

雨雪天一过，环卫工铲泥的速度赶不上泥头车甩泥的速度

泥头车出工地时，稍稍将车轮上的泥铲铲就算帮大忙了

晨报讯 （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

琳）“你看，刚铲干净的路面，一会儿工夫，又

过了一辆大车，车轱辘上的泥能拖几条街。 ”

12 月 7 日早晨 8 时，在新区九州路东段一建

筑工地门口，一名环卫工边铲路中间的泥土

边叹气。 由于泥土太多，早晨 5 点一直干到

现在，这名环卫工的老伴儿也在帮她铲泥。

记者了解到，一遇到雨雪天气，新区不

少建筑工地的泥头车就会给环卫工带来超

负荷的工作量。 环卫工除了要清理车上掉落

的石子、沙土，还要一路拾拣泥头车车轮上

甩掉的泥。

现场：环卫工铲泥赶不上泥头车甩泥的速度

12 月 7 日 7 时 40 分， 记者接到新区热

心市民樊先生打来的电话，樊先生说，当天

早晨出门上班，他在市委 5 号院附近见到环

卫工在忙着清扫路面上的泥土，“建筑工地

上的车不注意影响，路上全是工地里带出的

泥，不是一次两次了。 ”

接到电话后，记者随即赶到现场，这才

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泥土是从九州路南

侧的东方世纪城建筑工地上带出来的，这对

老夫妇快把路面上的泥土清扫干净了，但仍

可以看出，地上的泥印从工地门口向西延向

至嵩山路。

“早晨 5 点我就来清扫了，干到现在还

没吃饭，泥土太多了。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环卫工告诉记者，工地自开建以来，泥头车

白天不间断地出入，她也要不间断地清扫车

轮上甩落的泥土，工作量猛增。

记者来到嵩山路，这里的路面已经打扫

干净了。 一名正在嵩山路上工作的环卫工告

诉记者，负责这段路卫生的环卫工当天早晨

4 时就上班了，“我两个月前才来这里上班，

工地上的拉土车经常往来，掉在地上的泥土

根本清扫不过来！ 负责该段路的师傅回家吃

饭了，他刚走了没多久，原本干净的路上又

有一层泥，我就拿铁锹把泥土铲铲，工作量

真的很大。 ”

东方世纪城工地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

施工方也打扫路面，前一段时间，有环卫工

将工地大门堵了，施工方给了这些环卫工一

些劳务费作为补偿。 记者从一名环卫工那儿

了解到， 该工地占的是王升屯村的土地，堵

门是该村环卫工的个人行为。“环卫工一天

的工资才 20 元，可工作量这么大，实在有点

不合理。 ”该环卫工说。

12 月 6 日下午， 记者在福源小学见到了李海波。

11 岁的他言语不多，眼神清澈，身上有股和年龄不符

的沉稳。 采访结束后，眼前的这个孩子让记者动容：他

有责任心、懂得谦让、勤奋、孝顺、有理想，虽然年纪小，

但确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男子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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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波踩着凳子清洗抽油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