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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无偿献血 20 次以上者

快去血站

申请奖项

晨报讯（记者 范丽丽 通讯员 王

翔）3 月 23 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解到，

全国 2010~2011 年度无偿献血奖项申报

工作已经开始。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无偿献血达 20 次以上 (全血 200 毫升

按 1 次计算 )的无偿献血者，均可申报“无

偿献血奉献奖”。 2010 年 1 月 1 日前曾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和铜奖者，累

计献血量可在上次表彰的基础上进行累

计。

记者获悉，此次申报的奖项分为无偿

献血奉献奖、无偿献血促进奖、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奖、无偿献血先进省 (市 )奖、无偿

献血先进部队奖和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奉献奖。

凡在我市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市中

心血站均为其建立了个人档案，并已对符

合申报条件者进行统计申报。 但鉴于目前

全国采供血信息系统没有联网，2005 年前

献血没有要求填写身份证号以及部分献

血者个人信息变更等，市中心血站无法全

面准确掌握符合申报条件的无偿献血者

的信息，特别是曾在外地献过血且现居鹤

壁的符合申报条件的献血者。 工作人员提

醒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积极申报。

申报时请提供个人身份证号码、献血

时间、献血次数等相关内容，以便于核对

确认，曾在外地参加过无偿献血的，还需

提 供 当 地 无 偿 献 血 证 。 申 报 电 话 ：

0392-3338698，截止日期为 3 月 30 日。

又到清明时节， 看着窗外匆匆

而过的路人，一丝伤感油然而生，最

近总是想起你，我亲爱的二姐，你还

好吗？ 我们分别已经 6 年，分别的那

一刻我才终于明白什么是心痛，明

白什么是生死离别。

姐姐，你从小好强不肯认输，不

到二十岁就参加工作，从那时起，每

年我们全家人的新衣服都是你置办

的。 还记得吗？ 以前每到周六，我们

弟妹几个总是在门外等着从市区回

来的班车， 因为我们知道你一回来

就会带来很多好吃的， 那是我们每

周最大的念想、最幸福的时刻。

等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 你却

因为过度劳累患上心脏病， 本应该

好好休息的你却仍身兼多职， 整天

忙个不停。 家人心疼你，劝你，可你

就是不听。

二姐，你知道吗？ 你的离去，对

父母来说就像是塌了半边天， 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痛， 你是想象

不到的。 为啥你就没能好好心疼心

疼自己呢？

二姐，你喜欢热闹，有时间总是

把我们姐妹几个召集到一起， 你走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不愿意

再聚，因为每次都会想起你，想起我

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以前我总是

相信好人有好报， 但我真的想不明

白，老天为何对你如此不公！ 你是那

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善良、真诚。 连

你住院的时候， 还总是让我把好吃

的送给隔壁病房的那个小孩子。

二姐， 没能在你临走前和你说

上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原以为你手术后恢复得那么好，应

该没啥问题了， 没想到在医院里照

顾你的那段时间竟成为我们相处的

最后时光。 噩耗传来，在单位上班的

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你已经离开了

我们。 我哭着跑到医院，握着你尚有

余温的手，大声喊着“二姐”，多么希

望你能听见，能够回来。 一直不敢相

信这是真的， 恍惚间像是做了一场

梦，可惜梦醒了，还是见不到你。

二姐，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想，

你应该很快乐， 因为你是快乐的源

泉，你在哪里，快乐就在哪里。

6 年了，我们已经慢慢适应了没

有你的生活， 飞飞今年就大学毕业

了， 他很棒， 你在天堂一定也看见

了，为我们祝福吧！ 二姐，好想、好想

你，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姐妹。

写到这里， 我又忍不住要流眼

泪 ，我知道你不喜欢，姐姐，我会慢

慢变得像你一样坚强的。

姐姐，春天来了，很多花儿相继

开了，我知道你喜欢花，你一定非常

快乐，对吗？

日常监管成难题

精神病患者需要关注

记者从该小区辖区派出所民警乔

警官处了解到，还有两三名精神病患者

居住在该小区。“对于这些精神病患者，

我们只能在派出所对他们的情况登记

备案，平日里联合社区居委会对他们多

走访多巡查，此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

法。 ”乔警官说。

我市民政局城乡救助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我市去年出台的

《鹤壁市城乡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对于

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将根据

致贫原因和贫困情况分档救助，低保户

和低保边缘家庭每年最高救助额度为

3000 元， 其他特别困难人员每年最高

救助额度为 2000 元。“符合救助条件的

家庭或个人可以到所在县区的民政部

门去申请。 ”该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现实生活中，精神病患者

的生存状况很少受到关注，也得不到很

好的治疗，社区居民的生活也因此受到

不小影响。虽然一些家庭贫困的患者能

获得政府一定的补助费用，可往往都是

杯水车薪。许多重症精神病患者都是在

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待病情稳定之后再

回家治疗，一些贫困家庭因为难以长期

支付高额的药物费用而经常停药。而一

旦停药再加上精神刺激，患者就很容易

再次肇事惹祸，周而复始、病情反复，给

社会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淇滨区法律援助中心的董律师表

示，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其行为应由法定监护人负

责，但家人能够妥善履行法律监护责任

的并不多，一些精神病患者甚至连法定

监护人都没有。而社会监管由于多方面

条件限制，目前也很难监管到位。“精神

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和弱势群体，期待

相关部门和社会方面能够多一些关注，

早日建立救治和救助体系，动员更多单

位和个人帮助他们， 使他们病能有医，

疯能有控。 ”

砸门乱叫扔垃圾 “特殊居民”扰四邻

精神病患者日常监管成难题

□

晨报见习记者 韩文雪

3 月 24 日，豫北报业印刷联盟成立大会在

鹤壁日报社举行。 该联盟由安阳、濮阳、鹤壁三

市报社印刷厂作为理事单位组成，旨在通过合

作交流，提高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平，增强应急

处理能力，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豫北报业

印刷联盟成立

二姐，你在那边还好吗？

◇

李满玉

核心

提示

近日，市民孙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她家新房对门住着一位

精神病患者，时常对她家搞破坏，以致她家人一直不敢入住新房。

对此，她很是无奈。

3 月 20 日上午，记者在山城区见到了孙

女士。 孙女士家在六楼西户，记者同孙女士

进入楼道时隐隐约约闻到了一股臭味，越往

上走味道越大。“那位患者独自一人居住，听

说父母都不在了，也没有人管，弄得整个楼

道都臭烘烘的。 ”孙女士说。

上到六楼， 记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东户的房子连门都没有，一眼望进去空

荡荡的，只有几面墙而已。 进入屋内，卧室

门、阳台推拉门全无踪影，所有窗户上的玻

璃和铝合金框也都不见了。 在一个房间里，

记者看到一名三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正躺在

地上睡觉，地上铺的和身上盖的被子都脏兮

兮的，里面的棉絮都露了出来。

据孙女士说，门和窗户原本都有，只是

后来都被该男子拆卸或砸掉了。“他就是个

‘破坏狂’，把自己家的东西破坏完之后就开

始在我家搞破坏了。 我们家目前还没有搬过

来住，前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家的门被他

弄出了个大窟窿，锁也被砸坏了，他还进入

房内搞破坏。 ”

记者看到，孙女士家客厅的木门上有个

直径 30 多厘米的大洞，门上还有许多脚印，

门锁也掉了。 客厅里的电话线被拔掉散落在

地上， 厨房内的水龙头也被卸了扔在地上。

“我发现后又气愤又害怕，当时就打了 110 报

警，可警察说他是个精神病人，又没有家属，

他们也没有办法处理。 后来我就赶紧买了个

防盗门装上，可他仍旧经常跺门。 我们家本

来想把房子装修一下搬过来住的，可是看到

对门是这样一位邻居， 根本就不敢搬过来，

现在一家三口在外面租房子住。 ”孙女士很

无奈地告诉记者，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好，只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解决。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了解到，该精神病

患者有位伯父也住在该小区，平时会照顾他

一下。 3 月 22 日，记者见到了该名男子的伯

父王先生。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侄子王东（化名）今

年 38 岁了，曾是我市某煤矿的一名职工，12

年前因为受刺激而患上了精神病。“说到我

这个侄子，命也怪苦的。 他并不是我的亲侄

子，而是我弟弟当初从老家抱养的，后来弟

弟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王东 12 岁时，我弟弟

因为医疗事故去世， 弟媳自己生的孩子还

小，忙不过来，就把王东送回了老家的亲生

父母身边。 王东 18 岁时，又回来接了我弟弟

的班，成了一名煤矿职工。 2000 年左右，因受

刺激，他患上了精神病，又回家住了一段时

间。 在这期间，他的亲生父母、哥哥和姐姐都

相继离世，他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人。 我

看他可怜，平日里就给他送饭或给他些钱买

饭吃。 ”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曾经把王东送去

医院治疗，前后共去过三次，但每月 6000 多

元的医疗费实在让他负担不起，所以等王东

病情有些好转时就办了出院手续。 可是出院

后王东由于无法按时服药，病情又会反复发

作。“单位每月发给他的生活费只有两三百

元，住院医疗费也只能报销 30%。我今年已经

73 岁了， 无论是从体力还是经济状况来说，

对他都是有心无力。 有时他破坏其他住户的

东西，我说他几句，他还要打我，曾有一次追

着我从六楼跑到一楼。 房里给他放的床、电

视、电扇等全都被他砸坏、烧坏后给扔了。 我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犯病时闯祸，还有就是

他今后的养老问题。 ”

采访中，不少与王东住同一单元楼和相

邻单元楼的居民都反映，他经常深更半夜在

楼道内乱叫或者使劲儿跺楼宇门，吵得大家

不得安宁；有时站在楼梯口处不动 ，时常把

下夜班回家的人吓一跳；他还经常捡垃圾扔

到楼道内，弄得到处脏乱。“他平常乱砸乱扔

的，如果砸了路人怎么办？ 最好能有相关部

门把他送到福利院或精神病院，不然小区里

的人每天都不安心。 ”邻居黄先生说。

男子患病十余年 73 岁的伯父有心无力

“特殊居民”常搞破坏 小区住户深受其扰

浚县

4个街道办事处挂牌

晨报讯（鹤壁日报记者 席波）随着卫溪、

黎阳、浚州、伾山 4 个街道办事处 3 月 23 日正

式挂牌，浚县在加快县城和城郊从农村管理型

向城镇管理型转变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浚县此次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包括：撤销城

关镇和黎阳镇，对其原辖行政区域实行城市管

理体制；将善堂镇的单庄、寨里、寨外、吴村、沙

咀、双庙、黄辛庄等 7 个行政村，王庄镇的吴李

甘寨、周庙、东沙地、西沙地、刘沙地等 5 个行

政村，屯子镇的东榆柳、西榆柳、小榆柳、七股

路、姬庄、南赵庄、苏庄等 7 个行政村纳入城区

管理。 新设立的 4 个街道办事处为县政府的派

出机构。 街道办事处机关内设综合办公室、社

会事务办公室和经济发展办公室，并设城市管

理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中心、劳动保障事务所等。

据了解，经省政府批准的卫溪街道办事处

辖 29 个村（居）委会，8.2 万人；黎阳街道办事

处辖 25 个村（居）委会，5.8 万人 ；浚州街道办

事处辖 28 个村（居）委会，5.1 万人 ；伾山街道

办事处辖 19 个村（居）委会，5 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