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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四岁男孩七楼坠落身亡》追踪

据统计，全市经鉴定的精神病患者超过万人，七成是重度患者———

谁来帮帮小区里这些病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毛旭松) 在快餐店
吃了顿早饭，走得仓促把手
提包落在了快餐店里，等回
去取时，却发现装有4万元
现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
手提包早已不见踪影。通过
看监控，发现后面的男子顺
手将包“牵”走了。2月2日，
芝罘区的韩先生就遭遇到
这种倒霉事。

2月2日早上8点多，在
芝罘区只楚路附近上班的
韩先生在解放军107医院对
面的张包包吃早饭。因为还
有事，吃完饭后，韩先生急
急忙忙地离开了快餐店，却
不小心将自己灰黑色的手
提电脑包忘了拿。更糟糕的
是，手提包里放着的笔记本
电脑里有重要文件，还有准
备用来做生意的4万元现
金。大概十分钟后，韩先生
突然想起了电脑包忘拿了，
转身回到快餐店却发现放

在桌旁的电脑包不见了。
韩先生立刻通过快餐

店调取了监控录像，确定手
提包是被一位30岁左右的
男子顺手“牵”走了。从监控
来看，早上餐馆吃饭的顾客
并不多，在韩先生吃完饭离
开后，饭店里没有人。过了
大概2分钟，监控录像中出
现一名穿着黑色羽绒服的
男子，该男子打着电话来到
韩先生当时吃饭的旁边座
位坐下。打电话过程中，该
男子发现了放在桌边的电
脑包，他扒开电脑包后立刻
挂掉电话左顾右盼起来。而
后匆匆吃了一个包子就拿
起包离开了快餐店。过了10

分钟，韩先生赶回餐馆，发
现手提包已经不见了。

韩先生称拿包的男子
很可能在附近小区内居住，
而且这名男子还开着一辆
车，他的亲朋好友都在寻找
这名男子。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钟建军) 7日，市民
赵小姐逛商场时将装着
3900余元现金的钱包丢了，
商场内一位姓许的导购员
捡到钱包后，主动联系她并
将钱包归还。

8日，在芝罘区南山公
园附近经营一家养生馆的
赵小姐去逛商场时，由于粗
心，将钱包弄丢了，里面装
着3900余元现金和各种证
件。几分钟后，赵小姐发现
钱包不见了，以为将钱包落
在了车上，可是当她回到车
上找时，也没有找到钱包。

赵小姐认为掉在了路
上，就顺着刚才去商场的
路，又找了好几遍，仍旧一
无所获。“找了好几次都找
不到，里面装着那么多钱，
找到的希望很渺茫。”赵小

姐说，当时就
和 掉 了 魂 似
的。

然而，就
在赵小姐开着
车 往 家 里 走
时，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您
的钱包是不是
丢了？您在那

里？我给您送过去。”赵小姐
表示马上开车过去拿。

在南大街一家商场内，
赵小姐见到了捡到她钱包
的男子。“我接过钱包一看，
里面的现金都在，证件也都
在。我给他感谢费，他一分
钱也没要。”赵小姐说，真心
想谢谢他却不知道怎么做，
只知道这位好心人姓许。

“这是我应该做的。”9

日，记者联系上了这名导购
员许先生。他说，昨日当他
走到商场门前的停车场时
捡到一个钱包，打开钱包看
见里面有厚厚的一叠钱，心
想失主肯定很着急，就想快
点将钱还给失主，“里面有
银行卡，卡背面写有名字，
我到银行查出电话号码，给
失主打的电话，将包还给了
失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王连训 记者 王
敏) 7日晚，龙口市东城区
财苑小区5号楼一居民家中
突发大火。经过消防官兵及
物业保安奋力扑救，大火被
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
原因可能是该居民在家中点
蜡烛，引燃了木制家具。

7日晚上12点左右，龙
口市财苑小区5号楼中单元
居民王先生突然闻到一股
刺鼻气味，检查发现，隔壁
邻居502户的赵先生家中散
发出浓浓的烟雾。

于是，王先生急忙赶到
物业，向值班的保安说明了
情况。正在值班的物业保安
人员王可文听后，立即拨打
了火警电话。不到5分钟，消
防官兵到达现场。

随后，物业的保安人员
立即拨打了户主赵先生的
电话。赵先生接完电话后，
急忙往家中赶。

与此同时，消防官兵启
动消防预案，将消防梯放在
楼上冲上楼，将窗户打开进
了屋。当时，客厅已经燃起
熊熊大火。一看火势很大，
消防官兵紧急用消防水带
进行灭火。物业保安人员及
周围居民也加入到灭火队
伍中来，经过联手扑救，一
场火灾被及时扑灭。

据赵先生介绍，他在晚
上11点左右的时候，在家中
点了两支上供的蜡烛，随后
便离开了家，一时把家中点
蜡烛的事给忘了。火灾可能
是点燃的蜡烛引燃了家中
的木制家具引起的。

深夜龙口一居民家起火
疑是蜡烛引燃了木制家具

粗心女士逛商场丢了钱包

商场导购员完璧归赵

顾客就餐遗落电脑包

一男子“拎”包就走

钱钱包包失失而而复复得得让让赵赵小小姐姐很很高高兴兴。。本本
报报记记者者 钟钟建建军军 摄摄

谷谷大大妈妈家家的的门门上上，，曾曾被被砸砸出出一一个个个个坑坑洞洞。。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孔孔雨雨童童 摄摄 ((资资料料片片))

一名四岁男童不幸从
七楼坠亡，而其曾两次接
受精神疾病治疗的母亲有
重大作案嫌疑，7日，发生
在民生小区的这个事件引
发了市民对这个特殊人群
的再度关注。

目前，烟台市有统计
的精神病人超过1万人，重
度精神病人有7000多名。
由于治疗费用高，相当一
部分精神病人无法及时就
医。社区中的这些精神病
人由于行为不受控制，也
给社区安全带来一定的隐
患。如何保障这些病人及
时就医以及得到科学的管
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患者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哪些困扰？
楼下中年人不断敲墙，六旬大妈犯了心脏病

今年60多岁的谷大妈
家住烟台一小区，去年记
者遇见谷大妈时，她家防
盗门上被木棍砸出的一个
个坑洞曾让人触目惊心。

当时，谷大妈的楼下住
着一个行为有些异常的中
年人，起先是谷大妈家中的
电线不断被剪、花盆被砸。
2007年时，有一次家中停
电，谷大妈的儿媳妇出门查
看，被这个中年人一棍子砸

在头上，再一棍子砸得中指
骨折。为了防止这个中年人
伤害小孙子，儿子和儿媳妇
先后搬走了。

8日，记者再次见到谷
大妈时，情况并没有改观。

“几乎天天拿棍子敲墙和
天花板，敲得在屋里根本
待不住。”谷大妈说，自己
曾经做过大手术，本来又
有心脏病、高血压，去年一
连几个月睡不好，11月份

的时候心脏病犯了，不得
不住院。

在小屋里，谷大妈小
声地跟记者说，这是一栋
几十年前的老楼，住的多
数是老人，因为这个人不
断闹事，很多年轻人都想
办法搬走了。“他经常砸地
板，这楼是预制板的，有的
地方已经开始漏水，楼下
的老太太经常睡着觉就听
见滴答声。”

这个春节，谷大妈没
敢一个人在家住，而是搬
到了儿媳妇家。谷大妈告
诉记者，因为楼里的这个
中年人，居委会曾经想过
很多办法，但是因为家属
不接受，迟迟没有解决。

“儿媳妇受伤已经起
诉了，但是5000元的医药
费也没着落。”谷大妈说，
现在的她天天跟楼下的老
太太一起盼着房子拆迁。

全市精神病患者有多少人？
经鉴定的超过万人，七成是重度患者

谷大妈一家面临的困
境在烟台其他一些小区也
存在。

8日，市中心一栋居民
楼里，说起自己的邻居，市
民王先生也是不断地叹
气。

“这个人应该是有妄

想症，因为一天到晚说我
打他了，可根本没有这事
啊。”王先生告诉记者，大
约从几年前开始，对门的
一个大妈开始出现“异常
行为”。“经常会砸门，要不
就在门口撒洗涤液，敌敌
畏，说是有人要害她。没办

法，楼里的小孩走到这里
气都不敢出。”

在黄山北社区，居委
会主任拿着一个登记表给
记者数社区里的精神病
人，在册的有33人；在南洪
社区，这个数字是2 0人。

“下去走访的时候，多数的

社区都有精神病人。”一位
民警告诉记者。

烟台市残联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截止去年年
底，烟台全市经鉴定的精
神病人达到11401名，其中
多数是重度精神病人，达
7121名。

这么多的患者为啥不就医治疗？
承受不起昂贵费用，免费治疗名额有限

对于一些重症精神病
人来说，必须要长期服药甚
至入院治疗，但是费用却让
一些家庭不得不放弃治疗，
只能把患者关在家中。

“现在一瓶进口药就
要200多块，国产的能便宜
些，但是长期下来费用也
不低。”在毓西社区，一名

社区医生告诉记者，如果
把患者送入专门的康复医
院，一个月的费用少则四
五千，多则八九千，这个费
用不是普通家庭可以长期
承受的。

烟台市残联康复部的
一位工作人员称，从2007

年开始，全市对一些贫困

的精神病人提供免费药品
和入院治疗。据记者了解，
从2007年至今，已为2600

多名病人提供连续四年的
药物，以及对80名病人提
供了免费治疗。

“但是多数的病人还
是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虽然

政策下到各个县市区，县
市区残联都会一定程度上
扩大受惠患者范围，但是
经费还是最大的问题。

“每次下去走访，总有
家属问起有没有免费治疗
的政策，但是现在应该还
是达不到。”一位曾做过精
神病人统计的民警说道。

在
实际工作

中，社区精
神病人的部

分管理工作都要
居委会承担。但是，多数
是娘子军的居委会处理
起这样的问题确实有点
困难。

“一个大老爷们坐
在地上，一边大叫，一边
敲打桌子。”一名居委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

区里曾有个精神病人，三
天两头到居委会闹腾，开
始大姐们都吓得不行，后
来竟也习惯了。“找家属，
要不就找警察，总之得处
理。”

“人家拿着棍子出来
了，我们这些女的怎么处
理他？”文化路附近一个
社区的楼长说起曾经的
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从去年开始，社区精神
病人的管理开始列入社区
片警的管辖范围。芝罘区公
安局治安大队的王警官告
诉记者，他们已经将能够收
集到的所有精神病人信息
登记在册。在社区，对于一
些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片警

需要经常去家中走访。对于
曾经有肇事行为的患者，更
需要重点监控。

“我们毕竟没办法24

小时盯着他们。”王警官
说，目前一个片警至少
要管理几百户居民，日
常工作也非常繁琐，“没
有 一 个 警 察 不 在 乎 出
事，但是我们往往不好
控制。”王警官说，他们
下去走访的时候通常不
直说自己是警察，总是
要想好各种理由。“很多
的家属对这个很敏感，
即使家里人得了病，他
们也不承认，有时想把
病人送去医院，也阻力
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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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困难

现状
这些患者现在由谁来管理？
居委会和片警承担着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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