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9日讯(通讯员 宋炳茹
见习记者 杨青) “这大热天的，不
知道为啥，家里竟然停电了，真让人受
不了！”9日，滨城区许多家住渤海八路
附近的市民反映家中停电，酷热难耐。
滨州市供电公司表示正在进行电网智
能改造，停电实属无奈之举。

9日，多位家住渤海八路附近的
市民打进本报热线，称家中不知为何
停电，天气炎热，空调、电扇等电器却
统统不能用，实在热得很，有的居民
甚至到地下室里乘凉。

9日下午，记者在渤海八路看到，
沿路很多工人正在对电路设施进行施
工。记者随后联系到市供电公司，了解
到，此次大范围停电是因为要对电网
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这一项电网技
术升级工程，城市配电网络将具有坚
强、自愈、经济、集成、优化等特征。

滨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公司对于停电给居民带来的不便表
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如

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工作无法正
常进行或延误送电，希望市民能够谅
解。另外，请市民注意恢复送电过程
中的用电安全。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
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
公司办理有关手续。如有其他用电疑
问 ，市 民 可 拨 打 供 电 服 务 热 线 ：
95598。

记者了解到，9日停电区域为渤
海八路黄河三路至黄河十路之间、黄
河四路渤海八路至渤海七路之间，以
后几天还会继续对其他线路进行智
能化改造，希望市民能提前做好停电
准备。7月底，线路智能化改造将基本
完成，不会再如此集中、大范围停电。

城区停电？原是电网智能改造
未来几天还有许多区域停电，希望市民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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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7月11日，5:30-20:00黄河六路渤海七路至渤海二路之
间。

7月12日，5:30-20:00渤海一路黄河五路至黄河六路、
黄河六路渤海一路至渤海五路之间。

7月13日，7:30-13:00渤海七路黄河二路至黄河三路之
间，4:00-16:00黄河二路渤海七路至渤海六路之间，16:00-
18:00黄河二路渤海五路至渤海六路之间。

7月14日，8:00-10:00黄河二路渤海五路东侧附近，10:
00-12:00黄河二路渤海五路至渤海三路附近，14:00-17:00

渤海七路黄河四路至黄河三路之间，5:30-20:00渤海六路
黄河二路至黄河三路之间。

在沾化县泊头镇郑家村有这样一位农村妇女，13年前，丈夫在工地被
砖头砸中头部成了植物人。13年后，在她的照顾下，植物人丈夫可以自己下
地“行走”。13年间的辛酸过往被她用微笑中一句“习惯了”简单带过，而丈
夫在憨笑中一句“现在很幸福”概括了全部。13年来对植物人丈夫无怨无悔
的付出，让她不仅感动了乡亲，也感动了上苍创造了奇迹。她就是张金凤。

爱,让植物人丈夫站立“行走”
近日，记者一行人来到了沾化县泊头

镇郑家村见到了张金凤。一进张金凤家，
记者看到了正在院子里走动的张金凤和
她的丈夫，张金凤搀扶着丈夫一点点挪着
步子，她丈夫看起来精神不错。据了解，现
在张金凤的丈夫已经可以自己行走，身体
健康状况也在慢慢恢复，每天早上都会在
自家门前的村路上“跑步”。“这么多年的
辛苦都在他醒来的那一刻有了希望。”这
是张金凤对记者说的一句真心话。

1999年8月15日，一场灾难降临到了
这个并不富裕却幸福的家庭，外出打工
的丈夫丁新忠在建筑工地被高空坠落的
砖头砸中头部，砖块直接楔进了脑子里，
医院几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张金凤都苦
苦哀求医生不要放弃治疗。最后，丈夫的
命保住了，但却成了植物人。当时，她们

的孩子也就几个月大。
“那个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办，只想

到能活下来就有希望。因为实在住不起
医院了，3个多月以后我们就回到了家
里。晚上不敢睡觉，害怕生褥疮，每20分
钟就得给他翻身、换换湿了的裤子。一年
多了几乎没有睡过觉。”说着话，她的眼
圈也红了。对于过往的种种她没有怨言，
唯一的信念就是让丈夫醒过来。2001年
丈夫右手的轻微活动让她欣喜若狂，
2002年，在她悉心照料下的丈夫可以慢
慢下床行走了。现在，这个曾经的植物人
不仅可以走路，还能开口说话，连医生都
不敢相信，直呼奇迹。

说起过往的一些苦楚，张金凤并没有
放在心上。当记者问她觉不觉得苦时，她
微笑着告诉记者三个字“习惯了”。

一直坚信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对媳妇，张金凤的丈夫有着说不出的

感激，在她家里，丈夫望着张金凤说了一
句：“现在疼还疼不过来呢。”当记者问及
她丈夫最想做什么时，他显得有些激动：

“希望自己好了以后，能出去挣钱供孩子
上大学，媳妇就不这么累了。”

在张金凤家里，记者看到的是简单
的家具，虽然经营着一个小卖部但是货
品也不齐全，零星地货物放在货架上。她
告诉记者，这还是几年前从村子里贷款
开起来的，希望能补贴家用，但是现在基
本不挣钱。

在离开张金凤家时，记者提议是否能
给他们照张全家福时，张金凤眼睛亮了起
来，痛快地答应了。她告诉记者，他们从来
没有照过全家福，一直想照却没有机会。
在院子里，儿子站在夫妻俩中间，搂着父
母，张金凤扶着丈夫靠着儿子，一家人幸
福地笑着对着镜头留下了这一瞬间。看着
相机里的照片，这家人眼睛里有了泪水，
13年的付出，13年的爱，13年后在这个家
庭产生了奇迹。“现在我对象状况好多了，
我也种了六七亩地，相信以后日子会更好
的。”这是她跟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格未来几天城区停电区域

总有一种坚持，让我们泪流满面

13年对丈夫不离不弃
植物人奇迹下地“行走”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爽 本报通讯员 李春哲 胡惊涛

滨州力推70项重点工作
内容涉及教育、卫生、民生、治安、司法等领域

本报7月9日讯(通讯员 李庆盛 王磊
见习记者 杨硕) 9日下午，记者从滨州

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推进会议上获
悉，为了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实效，
滨州市将着力推进70项重点工作，内容涉及
教育、卫生、民生、治安、司法等领域。

为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今年1月份，滨
州市委、市政府两办印发了《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项目分工方案》，按照“工作重点化、
重点项目化、项目责任化”的要求，将社会管
理创新细化为70项具体任务，落实到67个综
治委成员单位，以项目化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
职责。这70项关系社会民生的重点工作，涉
及教育、卫生、民生、治安、司法等领域，每项
都由一个综治委成员单位来牵头负责。

“第一书记”“民情夜谈”解民忧
本报7月9日讯(通讯员 赵清华 王聪

记者 王晓霜) 针对部分村民白天多外
出打工和忙于农业生产，白天在村走访时找
不到人的实际情况，滨州经济开发区探索实
施了“第一书记”“民情夜谈”制度。截至目
前，开发区选派的34名农村党组织“第一书
记”共开展“民情夜谈”48次，夜间走访村民
176户，收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26个。

由“第一书记”、街道包村干部组成“民
情夜谈”小组，每周至少利用1个晚上入户
走访，了解群众的意见建议，收集群众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民情夜谈”制度的实施，
适应广大农村党员群众的生活习惯，便于

“第一书记”更好地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和
建议，促进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顺利
开展。

张金凤正帮着丈夫清理腿上的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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