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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济济阳阳女女孩孩微微博博救救父父感感动动全全县县
读者可拨打本报热线81172106继续献爱心

济阳城区
今日正式供暖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梁越） 14日济阳城区气温最低降
至0℃，市民明显感觉到寒冷。与此
同时，济阳县供热公司历经半个月
时间，对城区居民管道进行排查与
维修，加紧做好供暖前的准备工作。
15日凌晨，济阳城区正式供热，市民
将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10月底，小区门口就贴出通
知，11月2日至3日用户管道注水。”
家住花园小区的王先生说，注水时
间安排得很人性化，正是周六、周
日，家人都休班，如果供暖管道漏水
能及时打电话通知供热公司进行维
修。

据了解，济阳县北方供热公
司于 1 1月 1 0日至 1 2日，对二级换
热站及集中供热用户注水试压，
开始冷态运行。“管道里有污垢，
注水一方面是清洗管道。”济阳县
北方供热公司副经理赵玉梁说。
注水还可以提高压力，暴露管道
内部存在的老化零件更换等问
题，这样可以及时进行维修，进而
提高供热效果。

“半个月以来，我们入户200多
次，维修户外管线100多处。”赵玉梁
说，12日晚间电厂、热电厂切换并
网，这样供暖条件全部具备。13日则
开始低温运行，14日供暖试运行，逐
步提温。这样多个供暖准备程序一
步步完成，才能确保15日城区供暖
顺利启动。

15日，济阳城区正式供暖，为确
保市民能够温暖过冬，济阳县北方
供热公司努力做好保障工作。

据了解，济阳县北方供热公司
为确保居民整个冬天能温暖度过，
开通维修电话84228398，要求运行
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安排专
人负责接听用户电话，回答用户问
题，派人处理有关故障。

同时，健全完善抢修队伍，制定
应急预案，积极开展抢修应急演练。

“成立巡视稽查队伍，加大对供热设
施的巡查力度。”赵玉梁说，会不定
期对管道出现问题的用户进行回
访，确保问题解决无遗患。

此外，如果您家中出现供暖难
题 ，也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81172106，本报将把问题第一时间
反映给相关供热企业和主管部门，
尽快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

经二路路灯
全部投入使用

本报11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梁越) 11月13日，经二路中国银行
到海尔家电路段东侧12盏路灯开始
投入使用。从此，经二路全程都亮堂
了，市民夜晚经过该路段时再也不
用担心被不明物绊倒了。

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经二路道路改造工
程北起纬四路，南至黄河大堤，于5

月1日开工建设，路灯的投放使用也
与工程进度相关。随着13日最后的
12盏开始照明，整个经二路夜晚都
变亮堂了。

济北小学门口
交通有秩序了

本报11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李新东 陈迎迎
李阳) “一窝蜂、乱糟糟”是人们对
学校门口交通拥堵的形象比喻，济
阳县济北小学同样如此。11日中午，
济阳县交警大队四中队组织警力对
学校周边的放学秩序进行规范整
治，使得道路疏散能力提高。

民民警警停停车车救救人人被被误误认认““知知法法犯犯法法””
当事民警称“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还会这样做”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
者 梁越) 近日，有网友爆料
有警车在人行道上行驶，“知
法犯法”，并附上一张照片。记
者了解到，事实真相是民警停
车在救人。

近日，有网友在贴吧上发
出一则帖子，“非机动车不能
走机动车道，走了就要罚款，

那机动车走人行道是否也罚
款？”还附上一张警车在人行
道行驶的照片，该网友言称

“交警知法犯法”。
事实是否真是这样？14

日，记者联系上当事人、带队
的民警路荣。路荣介绍，9日上
午11时15分，当时下起小雨，
正安路非机动车道上一辆三

轮电动车与二轮电动自行车
相撞，一名妇女躺在地上。

“我立即停车上前救助伤
者，并立即拨打 1 2 0急救电
话。”路荣称，为防止其他车辆
对受伤妇女造成二次伤害，才
将警车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
同时开启警灯予以警示。“济
阳县医院救护人员到达后，受

伤妇女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
院救治。”

“事后却被网友抓拍误以
为知法犯法，随后跟帖的网友
也对我大加斥责。”路荣称，起
初，他也感到非常委屈，社会
各界的监督将他们的执法置
于阳光之下，“以后遇到这种
情况，我还是会这样做。”

数数百百米米路路段段每每天天要要扫扫七七八八遍遍
本报倡议关爱环卫工，不乱扔垃圾

见习记者 李涛
本报记者 孟燕

起早贪黑，拿着扫帚穿梭
在马路上，数百米路段每天要
清扫七八遍，碰上大风天更是
苦不堪言，这就是城市环卫工
的真实写照。济阳县城区共有
260多名环卫工，他们工作也
非常辛苦，本报也倡议关爱环
卫工，从不乱扔垃圾做起。

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

5日下午3时，西北风呼呼
地吹，纬二路两旁的法国梧桐
纷纷落下树叶，这片区域的环
卫工则忙着清扫，不少人累得
满头大汗。

“早上四点半到六点半来
扫了扫，风吹得睁不开眼，吃
完早饭后发现落叶更多了。”
负责清扫县实验小学到房管
局路北路段的刘师傅说，济阳

城区两侧种植的都是法国梧
桐树。每年这个时候落叶很
多，工作量也很大。“已经扫了
七遍，扫得还不如落得快！”刘
师傅说，扫落叶还不是什么难
活，要是下雨，树叶粘在马路
上就更麻烦了。

清扫落叶辛苦，平时环卫
工工作量也不小。整天和扫
帚、簸箕、垃圾箱打交道，几乎
没有休息日。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风里来雨里去。环
卫工刘光星说，他已干了9年
环卫，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骑
着三轮车到工作地点，一直干
到7点半才稍作休息，8点到11
点再继续清扫维持卫生，下午
从13时工作到17时。今年夏天
让刘光星记忆深刻，动辄35℃
以上的高温让在街头工作的
他更觉辛苦。“夏天火辣辣的，
干活得喝好几大杯绿豆水。”

大扫帚扫不起来的烟头、
纸片等小垃圾，需要弯腰捡
拾，但毕竟是64岁的老人了，

频繁弯腰让他不适。刘光星
说，环卫工作更要小心一些玻
璃碴子、竹签、树枝子等，这些
尖锐的垃圾，清扫的时候很容
易把人划伤。

城区260名环卫工

平均年龄65岁

济阳县环境卫生管护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城区
有260名环卫工，平均年龄在
65岁左右。环卫工年龄偏大，
工作辛苦，牵动了很多市民的
心。市民程先生说，有时候看
到满头银发的环卫工累了坐
在马路牙子上休息，觉得很心
酸。

据了解，环卫工的工资待
遇也在不断提高，2007年工资
为每月260元，现在提高到每
月650元。但是相比较环卫工
的付出，他们应该得到的还是
很少，无论是经济回报、社会
地位还是人们的尊重，都还不

成正比。

关爱环卫工

从不乱扔垃圾做起

让环卫工伤心的不是工
作辛苦，而是来自各方面的歧
视和不尊重。刘光星回忆，工
作9年来，偶尔也会遇到那些
不听劝阻，乱扔垃圾的人，自
己委婉劝上几句，还会招致辱
骂。

“俺们家门口就有几名环
卫工，每天看他们起早贪黑很
不容易，希望咱们都能尊重关
爱环卫工。”市民贾女士建议。

天冷，地冷，不能让环卫
工的心冷。本报倡议关爱“城
市美容师”，每一名普通市民
都应从自我做起，不随地吐
痰、不乱扔垃圾，让环卫工人
少弯一次腰，少挥一次扫帚。
天冷了，本报呼吁沿街单位能
为环卫工提供“歇脚点”，能让
他们接杯热水，暖暖身子。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
者 梁越) “我只剩下爸爸，
请帮我救爸爸。”近日，本报
连续多日对“90后”女孩高萌
萌通过微博求助救父亲的报
道，引起广大市民关注，济阳
县民政局更是第一时间送上
3000元救助金。如果您也想
为高萌萌奉献一份爱心，欢
迎拨打本报热线81172106，
我们愿意为您传递这份爱。

“90后”女孩高萌萌从小
父母离异，爷爷肝癌去世，奶
奶脊椎折断。今年8月，萌萌
的爸爸又被确诊为肝癌，无

疑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医
生说，她爸爸需要做一个微
波 或 射 频 消 融 手 术 控 制 病
情，手术费需三四万元，愁坏
了大四女孩高萌萌。无奈之
下，高萌萌发出求助微博，公
布自己的联系方式和账号，想
为患肝癌的父亲筹手术款。

1 2日，本报C04版《“我
只剩下爸爸，请帮我救爸爸”
“ 9 0后”济阳女孩微博呼

救为父亲筹手术款》刊出，
20多名市民自愿捐款，济阳
县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伸
出 援 助 之 手 。1 2 日 上 午 1 0

时，济阳县苟王村村委会对
2 0 1 4年度该村低保户进行
评议听证，其中高萌萌提交
的申请获得全票通过，并提
交镇民政部门，将尽快办完
程序。济阳镇民政局了解到
高萌萌情况后，除积极帮助
申请低保外，还准备给予医
疗补助。

济 阳 县 民 政 局 得 知 高
萌萌的情况后，也及时伸出
援助之手，给予其3000元的
救助金，希望尽快帮助萌萌
渡过难关。政府部门的关爱
让高萌萌看到了希望，高萌

萌对好心人和相关部门的帮
助表示万分感谢。

你我同是济阳人，让我
们伸出友爱之手来驱散笼罩
着这个家庭的阴霾，你的仁
爱之心，你的善意之举，都会
给高萌萌以无限的力量。本
报欢迎热心市民和单位拨打
爱心热线81172106，为高萌
萌奉献一份爱心。我们会及
时把您的爱心捐款交到高萌
萌手中，愿我们的点滴付出
汇成爱心的暖流，让暗淡的
生 命 重 新 焕 发 出 灿 烂 的 生
机！

1 2日，本报C 0 4版
《“我只剩下爸爸，请帮我
救爸爸”“90后”济阳女
孩微博呼救为父亲筹手
术款》刊出，20多名市民
自愿捐款，济阳县相关部
门也是第一时间伸出援
助之手。政府部门的关爱
让高萌萌看到了希望，高
萌萌对好心人和相关部
门的帮助表示万分感谢。

高萌萌给爸爸调节病
床高度，让爸爸尽量舒适一
些。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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