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见习记者 秦颖
周凯楠）“我们家属院旁边那
条只有

1.7

米宽的小路本来是
专供行人走的，可是现在自行
车、电动车甚至大型机动三轮
车也经常从这儿过。”

4

月
22

日，新区马先生反映。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了马
先生所说的位于市行政服务
中心旁边的小路，发现该小路
仅可供三个人并排行走。记者
大概统计了一下，发现

10

分
钟内大约有

10

位市民骑车从
此经过。

“前天，我因为躲闪不及
差点被一辆电动车撞倒。这条
小路的南头本来有几个大石
墩，不知道被谁移走了，现在
不仅是电动车，连大点儿的三
轮摩托车也能通过。”家住佳
和花园的张海告诉记者。

“这条路本来是按步行标
准设计的，可是一些拉货的大
型机动三轮车也从这儿走。一
方面路窄不安全，另一方面有
大型三轮车经过时，对面的行
人根本没法儿过，希望有关部
门能管管。”一位市民建议。

■

后续报道
垃圾已覆盖 倾倒已停止

晨报讯（见习记者 秦
颖陈静）

4

月
13

日，本报
4

版刊登了《垃圾堆放
10

年无
人管》一文，引起了市环卫部
门的重视。

4

月
16

日，当记者和市
环卫处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
党校家属院门口查看情况
时，正碰上一位老人在倾倒
和焚烧垃圾。记者询问其为
何在这儿倾倒垃圾，老人说：
“领导说让倒哪儿我就倒哪
儿。”

记者发现，该处的空地
上仍有成片的垃圾堆积。就
在环卫处的执法人员查看情
况时，育才学校的一位负责
人赶到了现场。环卫处的工
作人员趁机建议育才学校建
立垃圾中转站，并与环卫处
签订有偿服务协议。

育才学校的负责人则表
示将积极筹建垃圾中转站，
并同环卫部门协商有关垃圾
处理的问题。此外，该负责人
还保证将以最快的速度清除

这片垃圾堆。
4

月
20

日，记者再次来
到现场，看到垃圾已经用土
覆盖，但原来用于焚烧垃圾
的大土坑并无太大改变。

记者随后采访了育才学
校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李树
明，他告诉记者，学校现在暂
时将垃圾堆放在一间房屋
内，已经不再向党校家属院
门口的空地上倾倒了，随后
还会请环卫部门集中清理。
至于垃圾中转站的问题，李
主任表示，已开始筹建。

市环卫处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育才学校方面还未
就垃圾的处理问题与其协
商，不过他们会继续关注此
事。

为救掉入沼气池中的孩子，浚县王寺庄村老支书李金连奋不顾身跳入池中———

用生命托起生命
2009

年
4

月
18

日下午
5

时许，浚县黎阳镇王寺庄村卫
河堤畔，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
破了村庄的宁静。“快来救人
呀！有小孩掉进沼气池里了！”
听到呼救声的村民们迅速往
现场赶去。

当时，正在跟人聊天的李
金连距离沼气池

30

多米，听
到呼救声后也赶紧跑了过去。
来到沼气池边，李金连顾不得
脱衣服，便直接跳进了两米多
深的沼气池中。此时，孩子已
经没顶，他只能弯下腰去摸。
短短一分钟，刺鼻的沼气已经
让他体力不支，但李金连没有
多想，仍不断地在齐腰深的粪
便中摸索着。终于，李金连摸
到了小孩，他奋力用双手将小
孩托出池口，递给守在池边的
村民。

接过孩子后，大家开始手
忙脚乱地对孩子实施急救，有
人拨打

120

急救电话，有人去
喊村医生，而此时的李金连已
经因为严重缺氧倒在了池中。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被救
孩子的家属想找李金连道谢
时却发现到处都找不到他了。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李金连仍
在池中。“我们都以为他去清
洗身上的脏东西了，谁也没注
意到他根本就没上来。”一个
村民说。

当李金连被大伙儿七手
八脚地拖出沼气池时，已经完
全没有了意识。虽经全力抢
救，但因为时已晚，李金连还
是离开了人世。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下
去救李金连的人只在沼气池
中待了不到两分钟就站不稳
了。”而李金连事先也并非不
知道沼气池的危险，在此之
前，他经常警告别人：“这东西
（沼气池）产气以后非常危险，
一定要盖好，人掉进去必死无
疑。”

李金连用关键时刻的一
托换回了孩子的重生。或许最
让他遗憾的不是自己失去了

重生的希望，而是永远无法再
帮村民们做事了，虽然他已经
默默地做了很多年。对于李金
连做过的事，村民们心里都有
一本明白账……

■

李金连的感
人事

李金连，男，享年
54

岁，
2001

年
~2005

年曾任王寺庄
村党支部书记，生前为该村第
四村民小组组长。

2001

年他因
工作突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他为村里做过的事，在村
民们的记忆里有很多。

村小学崭新的教
学楼

前些年，为了彻底改变王
寺庄村小学危房多、条件差的
现状，李金连每天骑着一辆破
自行车跑乡里、跑县里，终于
争取来

11

万元资金，为村小
学盖起了

18

间全新的教室，
还添置了教学设施。村里的娃
娃们终于坐进了宽敞明亮的
教室。

村民李海立说：“那时候
天天见他骑着个破自行车到
处跑，问他去哪儿，他总会说
进城。他每天吃过饭就去，也
不舍得在城里吃顿饭，到吃饭
时间再回来，大概跑了两三个
月，终于争取到了

11

万元资
金。”

告别“水泥路”
以前的王寺庄村没有一

条像样的街道，虽然离浚县县
城不远，却没有一条进城的正
路，狭窄的卫河河堤一直是大
家进城的主要道路。每逢下
雨，卫河河堤便泥泞湿滑，既
难走又危险。为此，李金连又
和村干部一起与驻村的县交
通局工作组协商，争取资金，

终于为村里修起了两条宽敞
的主街道和一条进村公路。乡
亲们都说今后再也不用走那
条“水泥路”了。

7

万多元赔偿款
前些年，邻村一个村办

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倒闭，王
寺庄村大多数村民的小麦都
存在那家面粉厂，弄得村民
们人心惶惶。为了减少乡亲
们的损失，李金连多方奔走，
并自己掏钱向法院提起诉讼，
终于为村民们争取到了

7

万
多元赔偿款。

村民李保学说：“那时候
老百姓们都气得不行，李金连
自己掏钱办这件事，村里人一
辈子都不会忘。”

2000

元救命钱
“我家条件不好，我女

儿
1

岁多时开始生病，现在
10

岁了，这期间看病花了好
多钱。为给女儿看病，我们
到处借钱，家里经济紧张得
不行。李金连跟我说：‘叔
也帮不了你啥忙，我这儿有
2000

元钱，你先拿去用吧。’
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救命钱
啊。后来，经常有人去他家
让他还钱，我才知道那

2000

元钱其实是他借的。”村民李
海立说到这里，用手抹了抹
眼睛，“他对我的恩情我一辈

子也忘不了。”

1

万斤麦子
听着孩子讲李金连，李海

立的母亲想起了
1

万斤麦子
的事：“

20

多年前，孩子还小，
那时我们家有十几亩地。有一
年麦子成熟时，我起早贪黑地
割麦子，麦子割完后，我就累
病住院了。我丈夫为了在医院
照顾我也顾不上干农活。可我
出院后回家一看，割好的麦子
已经被打成籽，堆在院子里
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李金连
用板车一车一车把麦子拉到
场里，打成籽后又给我们送到
了家。那时没有机器，都是人
工打籽，

1

万斤麦子啊，不知道
他一个人是怎么干过来的。”

挽救喝药农妇
村民们说，村里事不管大

小，只要告诉李金连，他都会
管。而救人的经历，李金连也
不是第一次了。

有一次，村民李海喜的父
母吵架，母亲一气之下喝了农
药，李金连知道后赶紧用板车
把她送到了医院。由于抢救及
时，李海喜的母亲捡回了一条
命。“如果不是李金连，我妈肯
定不行了。”李海喜说。

自费种树
2002

年，乡里号召植树造

林，让村民们捐钱买树苗。村
民们不理解，都不愿意去，李
金连就自己掏了

1000

多元
钱，买了

400

多棵树苗，分发
给村里的各家各户。
“当初种下的树苗都长得

那么粗了，可李金连却不在
了。”一位村民感慨。

河堤上的守候
“一到天热，村里人就要

到卫河堤上去防汛，他只要一
去，不到防汛结束都不回来。
防汛时，村里其他人都是轮流
值班，他却一直住在河边，家
里有事也不回来，附近村的村
民都知道他。”一位村民说。

■

死后欠债近
7万

在王寺庄村里，李金连家
的房子算是比较破的。村民李
金平说：“他们家的屋子都没
法儿提，外边下雨屋里也下，
外边不下了屋里还下，因为房
顶有积水。去年他孩子娶媳妇
时，才把房子简单刷了一下。”

这几天到李金连家来的
人多，村民们原想打开窗户透
透气，没想到一动窗户，一扇
窗户就掉了下来。

李金连家的家什很简单，
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两

张桌子、两张沙发和一台
17

寸的黑白电视机。所有家什
价值不超过

1000

元。村民们
说，李金连家里仅有的这些
家具也是村民们淘汰后给他
用的。

李金连的大儿子李现宝
说：“

2003

年我打 工 拿 回 来
4000

多元，全给了父亲，也没
见他买什么就没有了。其实我
们都知道，他肯定又把钱拿去
帮别人了。”直到去世，李金连
还欠着近

7

万元的外债。
2005

年，在家人的强烈
要求下，李金连辞去了村支
书一职。家人说，他再继续
干下去，家里的生活都维持
不下去了。

从李金连出事到现在，他
的妻子已经

4

天没吃饭了，情
绪一直非常激动，提起丈夫就
哭，哭晕过好几次。为了稳定
她的情绪，村里的医生只好给
她注射了镇静剂，让她待在亲
戚家休息，以免触景伤情。

李金连救人牺牲后，他生
前所在的单位鹤壁农林制药
有限公司的领导当天就送来
了

3000

元慰问金。
4

月
21

日，
单位又组织了捐款，捐了

1

万
多元。

1000

多名村民自发赶来
悼念李金连，大家纷纷表示，
要凑钱把李金连的后事办好，
让他走得无牵无挂。

李金连的“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

李金连救人的沼气池

晨报讯（见习记者 秦颖
陈静）

4

月
20

日，新区桃源小
区的张大爷向记者反映，他孩
子去年给他买了一款联通定
制手机。前段时间联通与电信
整合后，他的手机就开始出现
被乱收话费的情况，半个月内
竟被莫名其妙地扣了

4

次钱。
70

多岁的张大爷说起这
件事就气不打一处来，“

3

月
14

日，我在医院住院时被通知
手机停机了，我去联通服务大
厅一查，发现被多扣了

6

元
钱。他们说是扣错了，又返还

了我
12

元钱。”
为了防止再被开通收费

业务，
3

月
14

日，张大爷和电
信方面签订了一份 《取消协
议》，表示除了接听电话和来
电显示外，不再开通其他业
务。但莫名其妙被扣话费的情
况并没有停止。“

3

月
21

日，我
又被多扣了

4

元钱，几经周折
算是返还了。但

3

月
29

日，我
又被莫名其妙地扣了

10

元
钱，后来他们又返还给了我。
可到了

4

月
16

日，我查话费
时发现自己又被多扣了

15

元

钱。电信工作人员说是
4

月
1

日零时扣的，并说是手机厂家
的原因。连续

4

次出现这种情
况让人很恼火。”张大爷说。

对此，电信工作人员的解
释是，张大爷第一次被多扣话
费是因为信息台一个叫“精彩
人生”的收费业务。信息台的
电话录音显示是经手机使用
者同意开通后才收费的，但因
为张大爷再三表示自己不知
情，信息台破例将相关费用返
还给了他。第二次多收的

4

元
钱则是因为张大爷以前开通

过后又取消的“通信助理”活
动。因为是公司合并后系统升
级出错所致，电信方面立刻返
还了多收的

4

元钱。第三次（
3

月
29

日）的通话收费显示为
正常，应该是手机厂家的问
题，多收的话费也是厂家返还
的。而

4

月
1

日多扣的
15

元
钱则是另外一个厂家的原因，
对此，电信公司可以先垫付，
再向厂家追偿。

目前，电信部门已将多收
的

15

元钱返还给了张大爷，
并称将继续调查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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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费出错，一个月折腾老人四次

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纷纷上路

本是步行道 别来“凑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