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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男子酒后受伤不让包扎
在医院挥舞剪刀拒绝救助，医生“强制”给他做手术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记者
王尚磊 实习生 郎晓萌 通讯员

李晓芬) 头上不断流血，应在第
一时间去医院包扎，但有的人就敢拿
自己的性命开玩笑，22 日下午，城区
一名男子酒后头部受伤倒在街头，在
医院挥舞剪刀拒绝医生救助。

22 日下午 3 时，记者在东昌府
区人民医院一楼的手术室内看到，三
名男医生和一名女医生正为一名头
上满是血迹的男子做缝合手术。“摁
着点，别让他乱动。”三名男医生合力
摁着受伤的男子，但男子拼命挣扎，
不让医生为他的伤口做手术。

“喝酒了，估计是和人打架受的

伤。”医生介绍，当时，这名男子倒在
铁塔商场南边的一座桥附近，头上不
断流血，一名好心的老太太拨打
120，并用衣物帮男子止血。

参加急救的医生介绍，急救车赶
到现场后，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名
男子死活不上车，医生看他头部伤口
很大，担心男子流血过多有生命危
险，就合力把男子抬上急救车送到医
院手术室。

令人意外的是，正当医生准备为
男子做缝合手术时，这名男子突然抢
过医生手中的剪刀，挥舞着不让医生
靠近，拒绝接受治疗。经医生的再三
劝说，这名男子才稍微冷静下来。本

来缝合手术只需要两名医生，由于担
心男子不配合手术，医院安排四名医
生为受伤的男子做手术，其中三名医
生摁着男子的身体，不让他乱动。

正当医生做缝合手术时，这名男
子从手术台上挣脱到地上，又哭又
闹。“缝了 7 针，还需要住院观察。”医
生介绍，男子头部外伤明显，还需要
做 CT 检查，防止颅内出血。

做完手术后，受伤的男子满嘴酒
话，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拒绝说出家
庭地址。“都是我的错。”受伤男子说，
中午喝酒后和人打架了。经过劝说，
男子说出了家庭地址和他姐姐的电
话，医生联系到了这名男子的家人。

姐妹三人离家出走半年多
家人苦寻无果，怀疑人在临清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
息 (记者 焦守广 ) 家住
河北武安的何秀书回到老
家聊城后，撇下家里两个
孩子，同大姐、二姐一起离
家出走。家人苦寻半年多，
没有任何消息，怀疑姐妹
三人现在临清。

21 日上午，聊城某网
站一则寻人启事吸引了不
少网友的关注：寻人，何秀
书，2011 年从河北武安回
山东冠县贾镇老家，之后
和她大姐、二姐一起离家
出走，望有知情者速与她
的家人联系，她本人若看
到此消息后希望和家人打
个电话报平安。帖子发布
者杜先生告诉记者，他是
何秀书的丈夫，2011 年 8
月份，何秀书回到聊城老
家冠县贾镇。“我随后赶到
聊城，把她接回家后，第二
天趁我上班去，也没打声
招呼撇下孩子就又走了。”
杜先生说。

杜先生说，发现妻子
不见后，他认为应该回到
了聊城。赶忙打电话联系
聊城的两个姐夫，才知道
一块失踪的，还有何秀书
的两个姐姐。“她母亲原来
身体不太好，整天迷信算
命，后来带得她们几个姐
妹也开始信。我了解她，不
可能被人骗去干传销。”杜
先生怀疑，妻子的失踪跟
迷信有关。何秀书失踪后，
杜先生年前曾两次来聊城
寻找，但没有任何消息。何
秀书的二姐夫李先生说，
听别人说曾在临清看到过
她们，所以怀疑姐妹三人
现在在临清。

何 秀 书 ，身 高 1 米
65 ，中长发，方脸。她的两
个姐姐稍矮，1 米 6 左右。
本报热心读者如有线索，
可拨打本报热线 8451234
或 杜 先 生 手 机
15544797844，让姐妹三人
早点与家人团聚。

捡钱包交还失主还拒绝酬谢
10 岁的小学生周兴真是好样的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
息 (记者 潘跃全 ) 临清
市武训实验小学的 10 岁
小学生周兴，和姥姥逛街
时捡到钱包，周兴让班主
任帮忙联系失主。22 日，
失主姜女士拿到钱包后，
拿出几百元钱表示感谢，
被周兴拒绝。

周兴是临清市武训
实验小学四年级八班的
学生，20 日晚上，周兴和
姥姥去逛街，在一个“很
多人跳舞的大广场”，他
看见地上有一个黄色钱
包，拾起来一看，里面有

1000 多块钱、一张银行卡
和一张单据。姥姥说，咱
们在这里等失主一会儿。
两人等了一会儿，也不见
人来。回家后，俩人研究
钱包里的单据，姥姥不太
识字，周兴也看不懂，第
二天，周兴把单据交给了
班主任田海燕老师，说了
捡钱包的事。

田海燕发现，这是一
个驾校的交费单据，就根
据上面的报名序号，找到
自己在这个驾校的朋友，
让他帮忙联系。2 2 日上
午，田海燕联系到失主姜

女士，姜女士很快赶到学
校 ，确 认 钱 包 是 自 己 的
后，姜女士拿出几百块钱
表示感谢，被周兴拒绝。
随 后 ，姜 女 士 买 了 些 礼
品，让田海燕带路，送到
周兴的家里。姜女士很感
叹，“很感动，很惊喜！现
在这样做的人太少了。”

田海燕说，这个事对
大人来说，是个小事，但
对 于 一 个 1 0 岁 孩 子 来
说，是个大事。周兴和姥
姥一起生活，家里条件不
算好，他有这样的品质，
我特高兴。

为防止受伤男子乱动，医生们摁着他的身体，合力完成手术。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发票中奖凭啥不给兑
本报记者协调后市民顺利领奖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
息(记者 焦守广) 22 日，
高唐崔先生打电话反映，前
段时间去当地车管所审驾
驶证，照相给了张 10 元定
额发票，刮开后中了 50 元
奖。令崔先生气愤的是，车
管所、地税局跑了好几趟，
两边均不给兑奖。

22 日上午，崔先生告
诉记者，他家住高唐县尹集
镇，1 月中旬，去县城车管
所审驾驶证，照完相后工作
人员给了他一张 10 元定额
发票，刮开后才发现竟中了
50 元奖。然而，崔先生的中
奖发票竟然在车管所遭到
拒兑，车管所工作人员告诉
他，这事儿不归他们管，中
奖得找地税局。

“我当天又赶到地税
局，没想到他们也不给兑，
他们说在哪儿开的发票就
去哪儿兑。”崔先生表示，两
边的说法让他十分生气，他
并不是在乎 50 块钱，只是
遇到这事儿感觉很窝火。

“两边来回跑了好几趟，到

现在他们也没给解决。”崔
先生说，上午看到本报开通
的消费维权热线，就打电话
问问看看能不能帮忙协调
解决。

下午 3 点，记者联系了
高唐县地税局，地税局工作
人员表示，一般针对个人的
小额中奖，如 500 或 200 元
以下的，消费者一般都可当
场兑换，再由发票开具方统
一拿到地税局。大额中奖，
可到地税局办理兑奖。如遇
不予兑奖的，消费者可拨打
地税机关公布的 12366 举
报电话进行举报。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发
票只要完整没有破损，无论
数额大小，在当地任何办税
大厅都是可以兑换的。有的
商家可能嫌麻烦，出现拒绝
兑奖的情况。对于拒兑行为，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处罚措
施，不是强制性规定，他们只
能进行监督管理。经本报记
者协调，22 日下午 4 点半，
崔先生在高唐一中对面的
地税局办税大厅顺利兑奖。

路面大坑伤人又“坑”车
市公路管理局：尽快派人修补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记者
杨淑君) “路面有坑，里面的水结冰
摔伤好几个人，是不是该修了？”柳园
北路与邯济铁路立交桥下的路面损
坏严重，车辆躲避大坑都选择逆行，
附近居民意见大。

22 日上午，记者沿着柳园路一
直向北走，距离邯济铁路立交桥不远
处一个大坑占据了东西路面的四分
之一，向北去的行人和稍微小点的车
都贴着东边的路走，一些大货车直接
从西边逆行向北。过立交桥，桥洞北
边西侧又有一个更大的坑，开车的人

一不留神，车底就会碰到高洼不平的
路面。

“这都多长时间没下雨了，你看
这坑里还有那么多的水。”环卫工人
老王说，今年年初，这俩大坑都结了
冰，行人不熟悉这里的路况，晚上又
没路灯照明，有好几个人都摔倒在这
里。“光是摔晕的就有两三个。”老王
说，这里太危险了，应该尽早修一修。

聊城汽车总站的一名司机说，由
于这条路从城区通往聊夏路和北外
环，从汽车总站出来向北行驶的客车
大多要经过这里。“拉着一车乘客走

这样的路，安全隐患太大。”他说，希
望有关部门能重视，尽快修复这段
路。

聊城市公路管理局养护科的一
位负责人表示，这段路地势低洼，容
易积水，再加上又是水泥路面，特别
容易损坏，去年这条路刚刚修补过，
会尽快派施工人员再去修复一下。这
名负责人说，由于这条路没有列入今
年的大修重建项目，只能进行修补，
除了派施工人员前去修路，他们还要
积极争取将这条路立项，尽早彻底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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