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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11月25日晚目击了一起
街头醉酒事件。横卧街头的醉酒男子被
一位女士叫醒并请人拨打了120。

当晚8点半左右，记者走到市区开源
路与胜利街交叉口附近时，看到一男子躺
在路上，一动不动，旁边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车
身损伤，不远处停着一辆轿车。一位目击

者说，躺在地上的男子喝酒了，和那辆轿
车碰了一下，然后就摔倒了。

事情按说很简单，但是该男子躺
在地上一直无人理睬。这时，一位路过
的女士看不过去，上前唤醒该男子。男
子却醉得很厉害，醒过来后换了个姿势
又倒头睡了。围观的人劝这位女士不要
管了，但她不忍不顾，一直站在男子旁
边看护。其间，她发现男子额头上有一

处擦伤，流了不少血，就让路人帮忙拨
打 120。急救人员赶到后，男子也醒了，
弄清楚咋回事儿后，他赶紧向好心女士
道谢。

记者询问得知这位女士姓赵。她对
记者说，她刚吃过饭，也喝了点酒，看着男
子躺在地上实在不忍心。最后她说：“喝
醉了躺在大街上没人管是人生最悲催的
事儿。”

“醉卧大街无人管是人生最悲催的事儿”
市民赵女士义助醉酒男

讣 告
平顶山市中医院国医堂王国成

大夫，于2014年 11月25日 13时25分

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7岁。兹

定于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8时，

在市殡仪馆第一厅举行遗体告别仪

式，望生前友好届时参加。

妻：吕爱平 携
女：王洁 婿：申晓东

泣 告
2014年11月27日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一篇报道引来如潮爱心。昨
天上午，在鲁山县张良镇张西村，孤儿廉
想和奶奶王建望着床上的一大堆被子和
衣服，不停地笑。

“这以后几年都不会再冷了。”60岁
的王建告诉记者，这几天，前来看望她和
孙子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有人带来了
衣服和被子，还有人送来现金。

今年5岁的廉想未出生时爸爸因意
外事故身亡，廉想出生不久，妈妈改嫁他
乡失去联系。年幼的廉想跟着爷爷奶奶

生活。去年，廉想的爷爷因病去世（本报
11月22日曾报道）。

“这些人真的太好了，让俺咋感谢他
们呢？”王建说，11月 23日，天下着雨，两
位女士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市区
赶到她家，给他们带来两条崭新的棉被和
衣服，还留下200元钱让他们改善生活。
11月24日上午，一位60多岁的男士带着
女儿，给他们送来了衣服和被子，并掏出
兜内的 290 多元钱让她和孙子改善生
活。此后，在市区一家剧团工作的刘姓男
子送来了两床太空被和一些衣服、饮料。
还有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送来了两条新

被子和两件新棉袄。
王建说，11月 25日下午 3点，4位男

士送来一床被子和衣服、鞋子等。下午5
点，市区的王先生等人给他们送来了衣
服、被子和食品。

“这些人真的太好了。他们手里都拿
着《平顶山晚报》，上面有我和孙子的照
片，说是看了报纸后才赶过来的，而且名
字也不留，放下东西就走了。”王建说，有
了这些被子和衣服，不光今年冬天，以后
几年也不会再冷了。

王建和廉想希望有过冬的棉被和棉
衣的愿望全部实现了。

一拨拨好心人送来棉被、衣服和现金

孤儿廉想和奶奶不冷了

□见习记者 杨尊尊

本报讯 7岁的王瑞琪家住鲁山县张
良镇石庙村，7个月大时母亲负气离家出
走失联。两年前，父亲意外身亡后，他跟
着爷爷、奶奶生活。这个冬天，他最想要
一件新棉袄（本报 11 月 20 日曾作报道）。

昨天上午，市民李女士来到本报热线办公
室，给王瑞琪送来一件棉衣和7本图书。

昨天上午9点左右，一位身穿黄色棉
袄的长发女士手提两个购物袋来到本报
热线办公室。“我想给王瑞琪送点东西，那
孩子太可怜了。”这位女士说。袋子里装
着一件方格呢子棉衣、两本辅导书和5本

崭新的儿童文学读物。这位女士说自己
姓李，在市区上班，看了晚报上周四有关
王瑞琪的报道很受触动，希望为他献一点
爱心。

记者询问李女士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她不愿透露，只说随后或许会抽时间到王
瑞琪家中探望，之后匆匆离去。

李女士给王瑞琪送来棉衣和儿童读物

□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年过八旬的汪素梅与患精神疾病的
儿子相依为命多年。她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就
是儿子捡来的一台巴掌大的收音机。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三七街社区三环佳
苑小区汪素梅家时，身材瘦小的她正在客厅里与
儿子一起整理废纸箱（如上图）。

老式的两室一厅内，到处堆着纯净水瓶、旧
衣服、破纸箱等物，几乎无处下脚。废品中立着
几个破柜子、床、沙发等家具和一台老式华生牌
台扇。

“这些破烂是儿子平时捡的。这台扇用30
年了，不过夏天用着可凉快。过去的老物件，质
量好着呢！”头发花白的汪素梅说。

“她儿子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一次，我看
见他在下水道边倒成桶的金龙鱼油。问他，他说
把油倒了卖油桶。你看他家客厅墙上那些黄块，
那是他犯病时用鸡蛋砸的。”社区工作人员宋晓
丽告诉记者，汪素梅的老伴早年因病去世，她与
患精神疾病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的儿子今年46
岁，是平煤神马集团三矿水电队职工。汪素梅有
高血压和心脏病，母子二人靠儿子每月数百元的
工资和300元救济金生活。

“他们母子俩生活很艰难，这些钱根本不够
用。他儿子清醒时会捡些破烂拿回家，让母亲整
理了卖钱。我们平时有用不着的东西，也会送给
他卖了换点钱。”汪素梅儿子的工友杨军伟说。

汪家客厅的窗户大开着，让人感觉有些寒
冷。汪素梅老人说，这几年她年纪大了，下不了
楼，每天在家做做饭，听听儿子捡来的一台老式
收音机，要么站在窗户边看看，透透气。

“这么冷的天，缺不缺棉衣？”见老人穿着件
洗得发白的蓝色男式中山装，记者问。

“平时儿子捡的衣裳都穿不完，再说我又不
下楼，穿得好也是浪费！天再冷点的话，我还可
以坐在被窝里不出来。”

“如果你们真想帮我们的话，还不如帮我们
寻一台旧电视呢，只要能看清人影，有声音就
中。”提起冬季心愿，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俺这楼上有有线，可以看！“听母亲说可能
会有电视看，老人的儿子很高兴。

多年来与病儿相依为命

八旬老妈妈
想要一台旧电视机

今年 53岁的张立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双腿畸形，无法行走。目前，单身的
他居住在新华路南段锦绣花园廉租房
内，靠在街头修鞋养活自己。

昨天上午，在市区光明路与曙光街
交叉口附近，正在为顾客修鞋的张立告
诉记者，他身上的上衣是一家轮胎店送
他的工作服。因为裤子太薄，坐在街头
冷得慌，他自己做了条保暖腿套。

今年冬季，张立急需一件厚实的棉
衣，回家能有一床温暖的棉被，因为他的
棉被已经盖20年了。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修鞋残疾人张立
想要棉袄棉被

今日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