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崇

见习记者 渠稳

晨报讯

“ 我是
7

月
13

日在联通公司办理的电话
安装业务， 联通公司说七
天之内把电话安装好，可
是到今天我的电话依然没
有安装， 在此期间联通公
司曾经来了一次， 但安装
人员说他们只负责安装电
话不负责走线， 让我们自
己找人走线。 负责走线的
专业人员称要收

300

元的
走线费，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既然
我们已经交过了电话安装
费， 联通公司就应该负责
把电话安装好， 为什么还
要我们自己花钱找人走
线？ ”家住牟山一区

61

号
楼的栾女士向记者说。

7

月
25

日， 记者来
到牟山一区， 栾女士所说
的情况在其他业主口中也
得到了证实， 一位业主告
诉记者，小区

1000

多户业
主安装电话时都是这种情
况。在小区内各个楼道内，

记者也看到了“ 专业走线”

之类的小广告。 据了解 ，

“ 走线 ” 的费用在
150

元
~300

元之间， 价格不等，

小区内的居民对此颇有怨
言。

根据栾女士提供的
信息， 记者拨通了联通公
司安装电话员工刘先生的
电话。他告诉记者，他们公

司只负责安装电话。 当时
建设方在建楼时并没有往
穿墙管里走线路， 联通公
司也没有施工部门的设计
图纸， 所以他们无法对装
电话的业主提供安装墙内
线的服务。

记者随后又拨通了联
通鹤壁分公司的电话 ，

3763

号值班长告诉记者，

根据
2007

年信息产业部
和建设部联合下发的

24

号文件 《 进一步规范住宅
小区及商用楼通讯管道及
通讯设施建设》的通知：穿
墙管内走暗线属于房屋建
设方的施工范围， 不属于
联通部门应该负责的义
务， 所以联通部门不给安
装电话的客户走暗线。

记者来到了牟山一区
安馨物业公司， 安馨物业
的负责人路爱民告诉记
者， 当时中国联通鹤壁分
公司进驻牟山一区时，联
通鹤壁分公司给物业部门
提供过安装明线的样板设
计， 而且也通过了物业部
门的验收， 对于穿墙管内
没有走暗线的事实联通部
门事先也是知道的， 所以
联通部门以不能走暗线为
由不给业主装电话纯属托
词。

“ 我们物业为了保障
业主的合法权益会进一步
和联通鹤壁分公司协商 ，

尽快使业主安装上电话。”

路爱民说。

□见习记者 张小娜

晨报讯

“ 我在合友
花园住，小区的两个小门被
焊住了 ， 推着自行车过不
去 ， 只能过去人 ， 很不方
便。 ”近日，王先生拨打本报
电话说。

记者随即赶到合友花
园 ， 发现这个小区面积很
大 ，共有三个门 ，一个朝南
的大门 ， 东西各有一个小
门 ，正如王先生所说 ，现在
两个小门都只能过人，自行
车不能通过。 而小区的东面
有一个农贸市场，从东门出
去要近很多。“ 下班回来买
菜正好经过农贸市场买菜，

可是骑着自行车从这里过
不去，还得绕到正门———南
门。 小区修建这两个门的目
的就是为了方便居民出入，

但是现在物业为了省钱省
力，把两个小门都焊住了。 ”

刚搬进这个小区的李先生
说。

该小区物业公司的工
作人员赵红娟说，提起居民
反映的事，她也很苦恼，“ 我
们也是为了住户好，现在这
个小区的入住率比较低，监
控设施又不完善，偷盗现象
比较严重。 而且我们物业公
司现在收取的费用只是最
基本的维护费 ， 包括照明
费、垃圾清理费和门卫收费
共计

14

元， 并没有按平方
米收取服务费。 以后待费用
收全了 ， 就会健全各项服
务。 ”

□记者 白瑞 叶晓伟

晨报讯

“ 昨晚下
了场大雨， 以前好好的
地面突然就下沉了 ，真
不可思议！ ”

7

月
24

日
上午， 市民杨先生指着
破损的路面对记者说。

当日上午，有市民
向记者反映： 位于华山
路与淇河路交叉口西南
角的路面塌陷。 记者随
即赶到该地点， 在现场
看到，塌陷路面有

30

多
米长、

3

米多宽，塌陷最
深有

30

多厘米，已有数
十块地砖因路面下沉而

断裂， 下沉处边缘已能
看见裸露的土层。 淇滨
区市政管理处维修人员
正在现场勘察情况 ，据
陈晓军副经理介绍 ，此
处路面热力公司于去年
改造热力管线， 而将原
路面挖开， 管线铺设完
毕后回填土并重新铺了
人行道地砖， 经他们初
步勘察后认定， 路面塌
陷原因应该是此处回填
土方压实度不够， 因凌
晨的暴雨浸泡， 土质下
沉致使路面下陷。 他们
已经通知热力公司来协
商处理此事， 热力公司

承诺将尽快修复塌陷路
面， 并对破损的地砖进
行更换。

25

日，记者再次来
到该地点， 发现路旁已
经有

3

方沙土， 据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沙
土是准备填实塌陷路面
的， 周一就组织施工人
员对路面进行修复。

“ 每天上下班走这
条路的人非常多， 趁着
这几天不下雨， 希望他
们赶紧修好， 一旦再下
雨就更不好修了。 ”在附
近开店的王女士对记者
说。

今年
67

岁的谢秀
娟来自四川成都，

1994

年
5

月，她经亲戚介绍，嫁给
了鹤山区的一名煤矿工
人。 婚后，她先是照顾瘫
痪的婆婆 ，不久 ，丈夫又
瘫痪 ，她日日夜夜 、无微
不至地照顾了

5

年，爱人
去世后，她也没有离开这
个家，接着照顾丈夫那个
智障的儿子小窦。 谢秀娟
说 ：“ 小窦虽然不是我亲
生的，但我会尽做母亲的
本分 ， 真心真意地对待
他。 ”

“孩子们和我亲，

他爸的真诚打动了

我”

1994

年
5

月， 谢秀
娟经亲戚介绍，认识了煤
矿退休工人窦庆文。“ 虽
说当时老窦的工资不高，

身体也不大好，家里有瘫
痪的母亲，还有一个智障

儿子， 但我还是同意了，

因为老窦这人特真诚，这
一点很打动我，我觉得他
是个实在人。 ” 老窦的

5

个子女也都性格开朗，为
人爽快，与谢秀娟相处了
一段时间后，老窦的子女
越来越喜欢这个后妈了，

他们对谢秀娟说，“ 娘啊，

你跟我爸好好过吧，我们
在你身上找到了母爱。 ”

听了孩子们的话，谢秀娟
心里涌起了一阵暖流。

谢秀娟一嫁过来，就
要照顾瘫痪的婆婆和智
障的儿子，但她一句怨言
也没有。 如今回忆起那段
幸福时光，谢秀娟脸上依
然有种掩饰不住的留恋。

“ 我跟老窦感情非常好 ，

和
5

个孩子也没有磨合
期，几乎一下子就成了亲
娘亲孩子一样，那几年特
别幸福，我们一家人亲得
连他爸都说‘ 这几个孩子
怎 么 就 像 给 你 养 的 一
样’。 ”我们走在大街上，

谁都看不出这是一个后
来组建的家庭。

“我要让他幸福到

最后一分钟”

2004

年
9

月 ， 老窦
突然瘫痪了，成了口不能
言、 腿不能动的重病号。

看到丈夫遭此厄运，谢秀
娟一下子蒙了，她天天以
泪洗面，可伤心一阵后又
开始想法来照顾丈夫。

丈夫不能动 ， 整日
里只能躺在床上，又不会
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 为
了让丈夫少受罪，谢秀娟
尝 试 着 做 了 许 多 事
情———为让丈夫睡得舒
服，她自己先尝试哪种睡
姿更好；丈夫的大小便她
也帮助清理。 每一次给丈
夫喂饭，她都要把各种食
物嚼碎，然后一点一点地
喂他，喂一次饭总要折腾
上半个多小时……

丈夫瘫痪
5

年来 ，

因为每隔两个小时要给

丈夫翻一次身，谢秀娟没
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因为
要照顾丈夫，她没有逛过
街 ， 没有拜访过亲戚朋
友，甚至连剪头发的空都
没有。 天特别热的时候，

只有等丈夫睡了，她才会
出去歇会儿。

这
5

年来 ， 口不能
言的丈夫没有和她说过
一句话，更表达不出任何
感情来，可谢秀娟从没想
过要放弃照顾丈夫 ，她
说：“ 我咋能把他丢下呢？

我和他是夫妻，同甘共苦
这么些年了，先不说有多
么深的感情，最起码也要
对得起良心呀。 我能做的
就是尽量照顾好他，让他
幸福到最后一分钟。 ”

“他把我当亲娘，

我当他是亲生儿子”

丈夫去世后，有人劝
她回四川老家吧，或者再

在鹤壁找一家，可她拒绝
了。 她说她还要照顾那个
智障的小窦。 这些年，小
窦和谢秀娟生活在一起，

也习惯被她这个妈妈照
顾了，当哥姐表示想照顾
他时，小窦说：“ 我就跟娘
在一起，哪儿也不去。 ”

许多邻居都被谢秀
娟对爱人、孩子的爱心所
感动，鹤山区九矿街道办
事处听说她家的情况后，

主动到家里来看望他们，

还给小窦办理了低保手
续。 考虑到谢秀娟生活困
难，社区还为谢秀娟安排
了工作。 平常社区里有什
么优惠政策，第一个考虑
的就是谢秀娟和小窦。

很多人都曾问过谢
秀娟 ：“ 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对患病的小窦不离不
弃？ ”谢秀娟的回答格外
朴实 ：“ 我既然嫁进窦家
门 ， 小窦就是我的亲儿
子 ，既然是一家人 ，孩子
有病我当娘的就应该照
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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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瘫痪，丈夫瘫痪，还有一个智障的继子，但来自四川的媳妇从不言弃，并悉心照顾相继瘫痪的婆

婆和丈夫 10余载，她用行动诠释相濡以沫———

“ 我要让他们幸福”

□记者 叶晓伟

晨报讯

“ 每天我们小
区附近都有大货车经过，不
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车都要
鸣笛，附近居民实在忍受不
了这种噪声了 。 ”

7

月
25

日，家住贸易三区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 ，“ 请那些司机在
市区范围内不要鸣笛。 ”

25

日下午
4

时许 ，记
者赶往贸易三区进行采访。

正当记者向王先生询问情
况时，一辆红色的大货车沿
着金山路疾驰而过，不到两
分钟的时间，该大货车鸣笛
3

次，震耳欲聋。“ 大货车经
过金山路 ， 基本上都要鸣
笛 ， 我们每天要听这种声
音 ，白天还好 ，晚上吵得人
睡不好觉。 ”王先生说。记者
在贸易三区靠近金山路的
住宅楼旁边停留了

10

分
钟 ， 有

3

辆大货车经过此
处，每辆车鸣笛的次数均不
少于

3

次。

在贸易三区一号楼前
坐着的王大妈气愤地对记
者说：“ 大车天天这样鸣笛，

我们老年人的心脏都快受
不了了。 ”

小区小门“ 加门”

住户物业各说各理

大货车市区鸣笛
周边居民很烦恼
市民：生活区请不要

鸣笛

一场雨后，人行道塌陷
热力公司：将尽快维修

办理近两周
电话迟迟不装
联通、物业各执一词

新区华山路与淇河路交叉口西南角，人行道地面塌陷现状。

□晨报记者 柯其其

实习生 王晶晶

●嫁到鹤山

●丈夫瘫痪

●母子两人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