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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志国

本报讯 12月14日晚，高新区一
在建工地突发大火，借助风势，一建
筑楼顶的木板火势越燃越烈。危急
时刻，市公安消防特勤大队消防官
兵及时赶到，将大火扑灭。

据市公安消防特勤大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当天晚上10时48分，他
们接到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命
令称，市区开发二路与建设路交叉
口东南角一处在建工地顶楼建筑材
料着火，急需处置。特勤大队迅速
出动两辆水罐消防车，12名消防官
兵火速赶赴现场。

到场后消防官兵发现，大楼四
周是挖地基留下的深坑，这给灭火
带来很大不便。在工地负责人的带
领下，指挥员陈帅带领战斗一班进
入火场内部侦察，发现着火物为顶
楼建筑木板，且火势较大，可能会引
燃大楼四周的防尘网。

当晚11时，教导员宿保松根据
地形和建筑物高度，下达作战任
务。第一组由陈帅带领战斗一班清
理着火位置附近的易燃物；第二组
由宿保松带领两辆水罐消防车到着
火点东边小区占领有利地势，利用
车载水炮向着火点喷水。约 15分
钟后，大火被扑灭。

建筑工地突发大火
消防官兵成功处置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他们家真的太可怜
了，我想捐3000元钱，表达一下心
意。”昨天上午，市区一男子致电记
者，称其要为李老留（昨天本报 A3
版曾报道）捐款。

今年 70岁的李老留家住鲁山
县张店乡李家庄。因为身体不好，
目前他和老伴儿程变一起在鲁山县
仁爱医院接受治疗。2006年 5月，
李老留在山西太原一家煤矿打工的
两个儿子突遭意外事故双双身亡。
因种种原因，矿方本该赔偿的数十
万元抚恤金至今没着落，两个儿媳
妇远嫁他乡，留下3个尚未成年的
孙子、孙女与老两口共同生活。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我打算每
年都给他家一些帮助。”捐款的好心
人始终不愿透露姓名，他只是告诉
记者，自己已将3000元钱汇到了记
者的账户上，希望尽快转交到李老
留手中。昨天下午 1时许，记者前
往仁爱医院，将好心人捐赠的3000
元钱交给了李老留老两口。

患病老两口遭遇
打动好心人
市区一男子
为其捐款3000元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无论下雨还是下雪，学生都可以在
室外开心上体育课。昨天上午，在卫东区建东小
学，记者见到了我市首个风雨操场。

昨天上午9时40分，在建东小学，学生们课
间操后开心地在操场上玩耍。记者注意到，与平
时见到的操场不同，该校的操场东半部分有上下
两层，上层周边用1米多高的栏杆围着，出入口
正好与教学楼二楼的教室相连，学生下课后不用
到一层，直接可以在二层“操场”玩耍。除此之
外，二层的东南角，还有一个标准篮球场。下层
和田径场相连，除了设有标准跑道外，旁边还有
单杠等活动器材，而且下层的顶棚并没有完全封
闭，设有数个1米见方的“天窗”，便于采光。如
果遇到雨天或雪天，学生可以在下层玩耍。

据建东小学副校长贾小娟介绍，该校共有
40个班级2500多名学生。“学生多，活动的地方
有限。”今年7月，由卫东区政府投资，在该校建
起了这座风雨操场，“9月份完工，10月份正式投
入使用。”贾小娟说，风雨操场的使用，完全满足
了该校学生室外活动的需求。

立体风雨操场，你见过吗？

建东小学建起我市首个风雨操场

□本报记者 牛超

一台拖拉机、两个窝棚、几只鸡和三只
狗，这些是刘子浩的全部“家当”。没有水、没
有电，烧柴拉水做饭，他独守荒山数年，开荒
百余亩，种树两万余棵。独守荒山，有人问他
为什么。他说：“我就爱种树。”

12月10日，山风凛冽，在刘子浩朋友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卫东区马棚山，见到了这位痴
迷种树的62岁老人。

窝棚里的老人

刘子浩是卫东区东高皇街道上徐村刘沟
组村民。12月10日上午，马棚山上山风凛冽，
刘子浩拿着工具，蹲在山坡上修剪树枝。他
身上穿着的衣服很旧，已经快辨不出原来的
蓝色了，牛仔裤膝盖处破着。刘子浩头发花
白，双手长满了老茧。

步行三五分钟，记者一行来到刘子浩的
住处。这是一个依山势挖坑，用石头、防雨布
和木头搭建的高一米多的窝棚，没有门，棚内
只有一张简易折叠床、一张破桌子。床上的
被子显然已有些年头，不但旧而且薄。

据刘子浩说，这个窝棚是他去年冬天建
的。“原来我住的窝棚，晚上睡觉遇到下雪，风吹
着雪往脸上扑，早上起来被子上落一层雪。现
在这个窝棚强多了。”老人显得很满足。

窝棚前后是一棵棵树，“这都是我种的。”
老人说，他常年住在山上，陪伴他的就是果树
林木，除此之外还有一辆东方红拖拉机、三只
狗和几只鸡。平时，刘子浩用树枝点火做饭，
晚上用蜡烛或手电照明。由于没电，老人的
手机经常打不通。“充电不方便，我通常过几
天会到山下的代销点充充电。”老人说。

痴迷种树的老人

据了解，老人是早年村里为数不多的高
中毕业生。由于家庭贫困，30多岁他才找到
媳妇儿，可结婚不到两年媳妇儿便离他而
去。刘子浩自此便开始种树，起初是在村后
的山坡上承包荒山种植了十多亩果树。靠种
树卖果，他逐渐摆脱贫困，在村里建起了房。

2007年初，他将果园转让给他的兄弟，
在离家三四公里远的马棚山南坡上承包170
亩荒山，开始了二次创业。

“小时候，这里根本没有树木，很荒凉。”

老人说，他一直想将这儿美化美化，“种上各
种适宜本地成长的果树、景观树，让市民有个
玩的地方。”

刘子浩请不起工人，只好自己孤身一人
待在山上，专心在山上植树。没有水，他就开
着拖拉机拉着各种盛水的器皿到山下拉。几
年来，老人开荒“种了两万多棵树木，不但有
杏树、桃树、核桃树、栗子树等果树，还有广玉
兰、女贞、红叶杨等景观树。现在的马棚山一
年两季有花，三季有果”。

为了种树，老人还订购了不少关于种树
方面的书。一旦知道哪种树苗适合在我市种
植，且我市还没有，他就会跑到当地了解，并
邮购部分树种试种。“开始创业时，他没有多
少钱，为了找到树苗，他有时就找一些树的种
子在山上种。”老人的朋友王先生说。

他的眼中只有树

“你有没有啥要求，看我们能不能帮你协
调一下，比如说在山上建个简易房，或弄床厚
棉被什么的？”记者问。

“不用，住的、穿的我都不缺。朋友们送
了不少衣服，都穿不完。”指着窝棚一角的木
头上搭的几件衣服，老人说，“我在村里有房

子，是个独院，有八九间平房呢。回去也没
事，我喜欢在山上，弄弄树，心里怪美的。”老
人说，村里、街道上时不时会派人来看他，而
且他的老朋友们也经常来。

“老头倔，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下山
住，可他不愿意。想给他提供些砖让他在山
上建个房，他也不愿要。”说起此事，上徐村党
委书记郭占广说，老人的精神让人感动。“平
时，街道、村上也经常在生活上给予他帮助，
每年也会为他提供一些政府扶持的树苗。我
们现在正商量着，准备在山上给他架上电线，
保证他的用电。”郭占广说。

“你种这么多树，值不少钱呢，百年之后
怎么办？”记者问。

“值多少钱都是别人说的，我没想过、也
没算过。我的理想就是把这儿打造成果树
园。等我干不动的时候，就把园子全部捐给
国家。”老人平静地说，“我追求的就是我的事
业，种树开荒。”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个事？”临走时，老人
小声地对记者说，“看看我市哪里有美国核桃
树、乌桕树、马褂木、全红杨等树木，这些树在
山东、安徽等地很常见，我想种些，但在我市
买不到。”

年过花甲老人痴迷种树
独守荒山数年不言悔

独守荒山、痴迷种树的刘子浩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昨天上午，卫东区建东小学的学生在该校风雨操场上进行课外活动。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