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雨天出行难

违法机动三轮车

重现街头载客

近日，连下了几场雨为市民送来丝丝凉

意的同时，也带来了些许不便。 不少市民为

了躲避风雨，选择乘坐公交车、打车出行。 不

少市民打来电话反映，雨天出行，等公交车需

要的时间太久，出租车很难打到。 与此同时，

违法机动三轮车看准“商机”，重现街头载客。

“昨天早上，我在雨中等了 20 多分钟，路

过的出租车不少，但没有一辆空车，无奈之

下， 我只好披上雨衣骑自行车上班。 ”7 月 8

日，新区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在雨天上班时遭

遇了打车难。 当记者问起王女士为何不选择

公交车时，王女士告诉记者：“就算天好时，等

一班公交车也得很长时间， 我从未考虑过坐

公交车上下班。 ”

当日，记者来到新区淮河路华夏小区 22

路公交车停车点附近， 调查市内公交车及的

士运行情况。 结果正如王女士所说，虽然 20

分钟内有十几辆出租车经过， 但没有一辆空

车。

记者在 22 路公交车站点等了将近半个

小时，也没有见到一辆 22 路公交车驶过。“22

路公交车发车时间间隔本应为 10 分钟，但我

们经常要等半个小时以上。”一位正在等公交

车的市民告诉记者。

“下雨天的确不好打车，尤其是上下班高

峰期，与我们交接班的时间恰好冲突。 ”出租

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节假日或恶劣天气

时，乘坐出租车的人会增加不少，这才会出现

打车难的情况。 ”

不少市民在雨天遭遇打车难、 乘公交车

难，而被作为取缔对象的机动三轮车，抓住雨

天“商机”，重回街头拉客。 8 日傍晚，在新区

淇滨大道与华山路交叉口， 七八两改装机动

三轮车停在路边拉客。“天这么阴又快要下雨

了，两元钱走不走。”看到记者走来，一位三轮

车车主对记者喊道。“你这车安全吗？ ”记者

问。“放心吧，你看多少人都坐，不会有问题。”

车主说。

记者坐上车后，明显感觉车身摇晃，车棚

还发出“咔咔”的声音，经过十字路口时，车主

完全无视红绿灯， 直穿过去。 该车主告诉记

者：“夏天天气热，这一段又碰上下雨天，坐车

的人不少，三轮车比出租车便宜很多，最近生

意还不错。 ”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 很多市民对这种改

装三轮车的安全性表示担忧。“改装载客三轮

车看上去就很危险，平衡性非常差，摇摇晃晃

的，尤其是三轮车车主安全意识差，无视交通

法规，无论什么天气，我从不会乘坐这种车。”

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市交巡警支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

般机动车从事载客运营必须有相关牌照证

件，并由客运公司统一管理。而机动三轮车载

客是一种私人行为，根据相关规定，机动三轮

车不允许进行载客营运， 其行为是一种违法

行为。

采访结束后，记者走出了孙凤仁的家。 回头一望，那辆破旧

的木板车上，随便铺了几件衣服，小雪坐着上面，用手不停地拨

动着车上的几块烂铁，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对于小雪，记者既为有这么多人关心她而庆幸，又为她不可

预测的未来而担忧。对于孙凤仁一家，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

上的帮助，更需要一种生活方式的帮助。记者衷心希望小雪能够

有个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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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躲在爸妈的怀里撒娇，在玩具堆

里游戏，挑三拣四地吃着各种零食，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快乐地嬉

戏……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 对于浚县新镇镇董庄村5 岁的小

雪，却遥不可及。 7 月 9 日，记者在小雪的家里见到了她，她怯生

生地观察着四周，低头玩弄着几块烂铁。 小雪唯一拥有的，是那

个给她当床用的木板车……

7 月 9 日， 一场大雨暂时缓解了连日来的炎热。 当日下午 4

时，记者在董庄村村委会主任王国新的带领下来到了孙凤仁的家，

见到了 5 岁的小雪。 小雪是浚县新镇镇董庄村村民孙凤仁和苗青

叶唯一的孩子，孙凤仁今年已经 65 岁，而苗青叶小他 20 多岁。

据当地村民介绍，孙凤仁是个“老实头”。 年轻的时候，孙凤仁

也曾出去打工，但每次都拿不到钱，每到年底，孙凤仁就四处讨要

工资，倒贴不少车费，而他自己应得的钱却一分也讨不回来。后来，

孙凤仁干脆就不出去打工了，他就越来越穷，也一直没成家。 大约

7 年前，孙凤仁把 30 多岁的苗青叶领回了家。

当年 58 岁的孙凤仁之所以能娶到 30 多岁的苗青叶， 是因为

苗青叶患有先天性软骨病，虽然智力正常，但不会说话，手脚不听

使唤，终日瘫在地上，生活无法自理。

记者在孙凤仁家里采访的时候， 躲在孙凤仁身后的小雪探出

头，眨着眼睛怯生生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陌生人，又迅速躲到了孙

凤仁身后。

父老母病 一日三餐都难保证

当日下午 4 时，记者看到孙凤仁正在屋里生火做饭，潮湿的柴

火熏得屋里全是烟。

“你生火咋不去外边棚子里，你看弄得这屋里哪儿都是烟。”王

新国说了孙凤仁一句后，又转身对记者说：“他就是这样，要不是过

于老实，日子也不会过成现在这样。 ”

采访中，孙凤仁的邻居告诉记者，孙凤仁平时糊里糊涂的，再

加上年龄大了，天天啥时候想起来做饭才去做，一家子连一天三顿

饭也保证不了。“孙凤仁经常两个小时还做不好一顿饭，有时候做

的饭是生的，小雪和苗青叶不愿意吃，孙凤仁还会生气。”孙凤仁的

邻居说，他们经常帮助孙凤仁一家，有时把家里多余的饭给他们家

端一碗，有时给他们个馍。

记者了解到，孙凤仁家里有四亩地，但孙凤仁没劲儿种，一直

荒着，他们一家子平时都靠政府、村民和社会上好心人的救助勉强

度日。

“除非给饼干、方便面这些直接能吃的东西，要是给些米、面，

他们也做不熟，吃不到嘴里。 ”村民们对孙凤仁一家三口的情况颇

为担忧。

“他（孙凤仁）整天连饭也做不熟，别说小孩儿，就是大人，身体

也受不了。小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连饭都吃不饱。”一位村民

告诉记者。

“要是在正常家庭，和小雪一样年纪的孩子，一定被全家人当

成宝贝宠着，可小雪连吃顿饱饭都是奢望。 ”另一村民告诉记者。

2012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三

编辑 / 秦晶 美编 / 姚倩倩 TEL：0392-2189920� E-mail:weiheng1984@sina.com

鹤城·综合

淇河晨报

05

家徒四壁 木板车就是她的床

王新国告诉记者， 孙凤仁一家三口之前住在一个三四平方米

的棚子里。去年，民政部门专门拨了 6000 元扶贫款，加上村民的帮

助，孙凤仁住进了如今的三间红砖房里。

记者在孙凤仁家里看到， 墙壁上四处透风， 屋里堆满了旧衣

服， 几乎没有家具， 唯一的旧电视还是前几天一位好心市民送来

的。 女主人苗青叶在地上蜷缩着。 记者注意到，屋里放置着一辆木

板车，一位村民介绍，这就是小雪的床，小雪正是在这辆木板车上

长大的。

采访中，小雪一会儿摆弄摆弄堆在地上的衣服，一会儿爬到木

板车上玩一会儿，时不时抬头看看周围的人，可自始至终没有说过

一句话。有人逗小雪，小雪只是扭过头来并不理睬，若再逗她，她就

躲到孙凤仁背后，小手紧紧拽着孙凤仁的手。

逐渐长大 教育问题无人管

一位村民对孙凤仁说：“有外人来了，你该给孩子洗洗脸。 ”孙

凤仁就去端了个盆接了半盆水要给小雪洗脸，可到小雪跟前，小雪

摇摇头，孙凤仁就出去把水倒了。

据村民们介绍，村里的小孩大多不愿意跟小雪玩，因为小雪整

天都是脏兮兮的。“前几年还好些，可如今，小雪已经能看懂别人异

样的眼神，她总是跑到远处自己玩，有时天黑了还不回来。 碰到这

种情况，孙凤仁就会和邻居一起到村外找。 ”孙凤仁的一位邻居告

常获救助 生活仍没着落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去年冬天，苗青叶生下了她和孙凤仁

的第二个女儿，可由于孙凤仁一家当时住在棚子里，天气过于

寒冷，这个孩子刚过满月没几天就死了。

村委会主任王新国告诉记者， 村民们都知道小雪家里困

难，平日里能照顾就会照顾，只要村里发东西 ，都会先给他们

家。“发油、面、米时，都会先尽着小雪家里，街坊邻居也经常给

他们些旧衣服和食物。 近年来，一些社会上的爱心团体还会给

他们家送东西。 但是，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自理能力，送来吃的也

不会做，给条被褥也不知道盖。 ”

采访中， 记者问起孙凤仁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想法时，孙

凤仁沉默了许久后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太会说

话……”

后记

小雪的眼神里有

许多同龄孩子没有的

困惑。

小雪坐在落满苍蝇的床垫上。

父年迈母卧病，5 岁女童生活毫无保障———

拿什么拯救你，小雪？

诉记者。

听到村里人都在讨论着他们家的事， 孙凤仁站在一旁，一

动不动，面无表情。 可一旁的小雪好像听懂了，蹲在地上，将头

深深埋在双膝间，小小的手指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坑。

孙凤仁的邻居孙香云告诉记者：“小雪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中成长，她的教育问题该由谁来管？ 我们是看着他们这家人一

步步走过来的，真不愿意看到小雪以后因教育不当走弯路。 ”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