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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昨天早上7点多，市区
建设路与文园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三
车相撞事故。在事故中倒地的马大
叔说，一辆轿车在通过路口时，撞上
了一辆送快递的三轮车，又挂倒了
骑电动三轮车送孙子上学的他。

早上7点45分，记者上班经过
建设路与文园路交叉口，看到一辆
白色大众轿车车头破损；一辆送快

递的三轮车侧翻在地，一个小伙子
躺在地上；一辆小型电动三轮车停
在几米远处，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叔
头靠前轮坐在地上，呻吟不止。

据路口的值勤交警说，这起车
祸刚刚发生，当事人正在等待事故
科民警和救护车到来。

三轮车旁的大叔戴着帽子，耳
朵上夹着手机，打电话通知家人前
来。他说自己姓马，家住文园路，
当天早上骑车送孙子上学。马大

叔说，当时他骑得很慢，由南向北
穿越斑马线，看着轿车离得还远
呢，不想轿车一下子就到了跟前。
好在孙子没有受伤，已托别人送学
校了。

倒在地上的小伙子是顺丰快递
的快递员，他说，自己是由西向东正
常行驶，轿车为躲避马大叔的电动
三轮车撞上了他的车。记者看到，
他的快递车车厢是封闭的，快件并
未散落出来。

驾驶轿车的中年男子一边安抚
马大叔，一边向记者解释，他开车沿
建设路自东往西去上班，马大叔横
过马路，他躲闪不及，撞上了前面送
快递的，又把马大叔的三轮车挂倒

了。
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但有一

个监控摄像头。7点50分，记者离
开现场时，急救车和事故科民警尚
未到达现场。

建设路与文园路交叉口三车相撞
送孙子上学的爷爷和送快递的小伙子倒地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2月 3日，郏县渣园乡
仝楼村 10岁女孩王康玉向记者求
助，希望有床暖和的棉被过冬。

记者随即赶到仝楼村王康玉家
采访。中午放学归来的小康玉正在
烧火做饭。“爸爸给人家干活去了，
我要做好午饭等爸爸回来吃。”今年
10岁的王康玉看起来很成熟，她说，
妈妈两年前去世，疼爱她的奶奶也
在半月前离开了人世，现在，家里就

剩她和爸爸了。
不久，王康玉的爸爸回来了。

“我在砖厂干装卸工，平时有活就
去。”这个41岁的男人看起来像50
多岁的人。由于家里穷，小康玉穿
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穷人的孩子
懂事也早，每天放学回家，小康玉写
完作业就烧火做饭。“爸爸干活很辛
苦，我要替他分担一些。”她说。

提起眼下最需要啥，王康玉说，
她盖的被子太薄，晚上冻得睡不着
觉，希望能有一床暖和的被子盖。

10岁王康玉：想有床暖和的棉被

□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天气越冷，爱心越热，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与企业参与

“温暖订制”公益活动。昨天上
午，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人员把 3000 元现金和 10 床崭
新的棉被送到本报热线办公室，
委托本报送给急需帮助的人。

据平燃公司工会主席朱来生
介绍，“温暖订制”公益活动启动
后，该公司一直关注着活动进展，
希望以合适的方式参与进来，为那
些贫寒无依者奉献一份爱心。经
过慎重考虑，该公司决定为“温暖
订制”活动捐出3000元现金和10
床新棉被。

昨天上午 9 点左右，朱来生
与 该 公 司 8 名 青 年 志 愿 者 将
3000 元现金和 10 床棉被送到晚
报热线办公室，每床棉被都罩着
崭新的被罩。

随后，记者与燃气公司张俊
卿、姜晨、虎雅楠3名青年志愿者
来到市区曙光街与光明路交叉口
附近，把其中两床棉被分别送到

在这里摆摊修鞋、擦鞋的张立和
孟先勇手中。孟先勇和张立均因
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双腿残疾，靠
双拐才能站立、移动。他们收入
微薄，希望能有一床棉被度过寒
冬（本报曾作报道）。

朱来生告诉记者，作为一家

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燃气企
业，平燃公司的每一步发展和成
长都离不开广大市民的关心和支
持。参与公益、反哺社会是该公
司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非常感
谢晚报为燃气公司提供的这一公
益捐助平台。

平顶山燃气公司助力“温暖订制”
为活动捐出3000元现金和10床棉被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2月3日下午，记者将
热心市民送来的两床被子转交给住
在乐福小区18号楼的陈金玲。

陈金玲和老伴樊有书分别是
食道癌、脑梗及哮喘患者，他们的
女儿也患有肾病。目前，老两口

和儿子一家三口挤住在一套两室
一厅的房子里。由于陈大妈喘得
厉害，为了能休息好，樊大爷住在
一米多宽的阳台上。天气寒冷，
他想要床棉被。

11 月 下 旬 ，本 报 刊 登 报 道
后，引起市民申先生的关注。近
日，申先生将两床崭新的缎子

被面的棉被送到本报热线办公
室，委托记者转交给陈金玲大妈
一家。

12月3日下午，记者和新华区
矿工路街道乐福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将被子送到陈金玲家。“谢谢你
们，谢谢好心市民。”摸着光滑的
被面，陈大妈不停地道谢。

陈金玲收到爱心市民送的两床棉被

□记者 牛超

本报讯“这是给你的，有什么
要求，你只管给社区说，我们尽量给
你协调。”12月 3日下午，在新华区
新新街街道前进社区校尉营村，新
华区民政局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给借住在一户村民家的朱克华
送来了一件棉大衣和两床被子。

孤寡老人朱克华今年68岁，平
常靠拾些废品卖补贴家用。寒冬来
临，老人缺乏棉衣，为了御寒，他只
得穿上六七件单衣（12 月 3 日本报
曾作报道）。昨天，前往校尉营村看
望朱克华的新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如果老人愿意，可以协调安
排他入住养老院。”对此，朱克华显得
有些激动：“谢谢，让我想想再说。”

朱克华收到新棉被和棉大衣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昨天上午 9点多，一
位满头白发的老妈妈气喘吁吁地
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从上衣口

袋掏出200元现金交给工作人员
小鲁：“钱不多，别嫌少，这是我的
一点儿心意，给那些缺衣少穿的
孩子或者打过仗的老兵们买点儿
过冬的东西。”

老妈妈转身欲走，小鲁忙拦
住她，请她坐下歇歇，登记一下姓
名和电话。老妈妈挥挥手说：“不
用了。”说罢，她转身离开热线办
公室。

白发老妈妈捐款200元不留名

昨天，急需棉被御寒的残疾修鞋匠刘安全收到了卫东区五一路街道繁
荣街社区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床厚棉被和暖手宝。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残疾修鞋匠收到棉被暖手宝

昨天上午，市区曙光街与光明路交叉口附近，平燃公司工作人
员将崭新的棉被送到残疾修鞋匠张立手中。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今日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