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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近日，鹰城处处百花
盛开。市一高校园里十多棵樱花
树、白玉兰树上面挂满了各式各
样的祝福卡，为美丽的校园增添
了不少温馨情调。这是昨天上午
记者在市一高看到的情景。

“祝愿爸爸事业顺利，弟弟快
乐成长，妈妈身体健康，希望自己
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虽然不
同校，我们依旧是闺蜜，希望一年
后你考上医学院，我也会加油，和
你去一个城市……”教学楼前的
十多棵樱花树树枝上，挂着一张
张写着愿望的卡片。在学校食堂
门前的六七棵白玉兰树下，高三
（3）班的刘纯、高三（13）班的翁嘉
琦、师睿晨正在翻看同学们的祝
福卡。刘纯告诉记者，她和同学
写的祝福卡都挂其中一棵树上，
大概有四五十张。“这不是什么迷
信，只是大家的美好愿望。”刘纯
说，“学校从未组织过这样的活
动，刚开始有个别学生把小卡片
挂在树上，后来参与的同学越来
越多，慢慢地这些美化校园的景
观树就变成了大家的许愿树。”

市一高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学校也乐于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表
达真情与愿望的平台，希望同学
们珍惜这份感情，永存感恩友爱
之心。

市一高校园
“长出”许愿树
学校：愿同学们
永存感恩友爱之心

□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每年春季，漫天飞舞
的飞絮影响空气质量，不利于人
体健康。昨天，记者从市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办了解到，按照我省
有关部门要求，我市将采取多项
措施治理春季飞絮。

据介绍，按照省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的要求，我市有关单位

将通过无人机、喷药车、人工等方
式，给树木施加药物，抑制飞絮的
形成，遏制飞絮传播对城市环境
质量造成的影响。

在飞絮高发期，有关部门还

将用雾炮车对杨树、柳树等喷洒
杨柳凝絮剂，粘固飞絮；每3天高
压冲洗一次树冠；针对飞絮问题
制定专项保洁方案，增加保洁频
次，及时清除地面及空中的飞絮。

给树施药 喷凝絮剂 冲洗树冠 增加保洁频次

我市多项措施治理春季飞絮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谷雨前后，正是清
香美味的香椿芽采摘上市的
时候。为饱口福，有居民刀砍镰
割绳子拽，向小区内的香椿树展
开攻势，有些香椿树被掰得光秃
秃的。这是昨天上午9点多记
者在市区西苑小区看到的情景。

西苑小区种有不少香椿树，
大的胸径碗口粗细，小的直径四
五厘米。记者在小区11号楼和

12号楼东侧小花园里看到，为了
摘到最顶端的香椿芽，一名女子
手持一根顶端绑着镰刀的竹竿
用力勾断树顶端的枝叶；另一名
女子则借助一根绳子用力向下
拉树枝；还有一名女子站在凳子
上，用手“扒”着树枝向下拽。伴
随着咔嚓声，拳头粗细的枝条纷
纷被掰断，女子拿来砍刀，对着
断枝处猛砍起来。

记者在小区7号楼附近看
到，一棵碗口粗的香椿树上部

的枝干大部分被折断，白色的
断茬看上去十分刺眼。在10号
楼旁，一棵直径约十厘米的香
椿树树枝全部被折断。在小区
垃圾堆放处，扔着不少被摘光
了叶子的枝条。

“香椿树的枝条被折断后，
就没有办法再发芽，影响树以后
的生长。去年，小区的香椿树枝
都被折光了！”小区一名环卫工
人说。

“这些香椿树有的是小区居

民种的，有的是物业或开发商种
的。”居民张先生说，“摘点香椿
叶不要紧，但是把树枝都掰断就
有些过分了。光秃秃的树让人
看着心疼。”

“香椿的顶芽或嫩叶被采摘
后，叶子还会一茬一茬长出来。
如果将香椿树枝都折断，很容易
对香椿树的生长造成损伤。”居
民李敏告诉记者，希望居民适度
采摘香椿芽，莫要为了自己的私
欲毁坏树木。

刀砍镰勾绳子拽

西苑小区香椿树再逢“春劫”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家住市区开源路的王春莲和
柳根旺夫妇从原市被单厂双双下
岗后，看大门、送报纸、装雨搭、卖
菜……一直乐观地努力生活着。然
而，几个月前，柳根旺给人装雨搭
时坠楼瘫痪；几天前，柳根旺的母
亲突然摔倒在卫生间，罹患脑出血
住进了 ICU。昨天上午，守候在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重症监护
科门外的王春莲眼含热泪，说：“给
丈夫治病的时候亲戚邻居都借遍
了，婆婆是帮我照顾丈夫才患病
的，我心里很愧疚，无论如何得救
婆婆的命。”

今年49岁的王春莲与丈夫都
是原市被单厂职工，被单厂倒闭后，

他们双双下了岗。为了生活，她卖
过菜，发过广告，后来又做起了报社
的发行员，每天起早贪黑地给订户
送报，一送就是十多年。柳根旺在
家属院看大门，空闲时外出给人装
雨搭赚钱。由于夫妻俩勤劳肯干，
在本地上学的儿子花钱也不多，一
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2017年8
月13日，柳根旺为人安装雨搭时从
3楼摔了下来，送至医院时已经失
血性休克，胸椎、腰椎等多发骨折，
虽经手术保住了性命，可由于脊髓
损伤导致了截瘫。

最困难的是，由于涉及第三方，
柳根旺住院治疗不能享受医保报
销，所有治疗都要自费。一回忆起
那些日子，王春莲就心酸掉泪。她

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四处
借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前后住院
两次，花了18万多，全是自费。”

为了给丈夫讨个说法，王春莲
申请了法律援助，但是官司能否打
赢还是未知数。

柳根旺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
理。看媳妇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柳
根旺的母亲冯瑞英过来帮忙照顾儿
子。然而，祸不单行，4月3日夜，70
多岁的冯瑞英突然倒在卫生间里不
省人事，头磕破流血。王春莲听到
响声急忙起来，看到这一幕，吓得连
120都拨不出去了。

王春莲说，婆婆随后被救护车
送到了医院，经检查脑室大面积出
血。手术后，婆婆被送进了ICU，至
今没有醒过来。虽然医生已告知王

春莲可能出现人财两空的最坏结
局，但是她无论如何不愿放弃，“婆
婆是在俺家出的事，如果抢救不过
来，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由于担心丈夫受不了，王春莲
没敢告诉柳根旺实情，只是宽慰他
说“咱妈已经做过手术了，过段时间
就能出院了”。现在，她每天守在
ICU门口，送报的工作只能由同事
代替，丈夫则暂时交给亲友照顾。

采访中，柳根旺的姐姐忍不住
哭起来：“咋灾难都落到我们家
了！”原本这几天她是来医院陪护
母亲的，孰料她的丈夫也发病住进
了医院。

昨天上午11点多，王春莲来到
她所在的平顶山日报社中心发行
站，站长魏孝萍把一沓钱塞到她手

里，说：“大家知道你遇上困难了，这
是咱站上同事们的一点心意，你收
下吧。”

“我丈夫住院时，站长就塞给我
500（元），这次婆婆住院，她又塞给
我500（元），我都不知道说啥好。”
王春莲眼里含着泪花，“发行员工资
不高，大家生活都不富裕，让大家为
我捐款，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据了解，这个发行站一共13个
人，大家一共捐了1650元。魏孝萍
对记者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摊上
这么大的事儿，大家能帮就帮点吧。
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也能帮帮她。”

如果热心读者想要帮助陷入困
境的王春莲一家，可拨打晚报热线
4940000，也可拨打13017558549直
接联系王春莲本人。

丈夫装雨搭坠楼截瘫 婆婆脑出血住进ICU

下岗女工陷入困境，谁能帮帮她?

市民利用长柄剪子勾断树枝采摘香椿。 被破坏严重的香椿树。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学生在观看树上悬挂的心
愿卡。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