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

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康鹏 美编：石岩 组版：洛菁C20 今日济南

乡村教师因车祸昏迷两个多月，家中已欠下25万多元外债

大三学生辍学照顾受伤父亲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修从涛） 本报“送暖热

线”96706126开通以来接到
不少热心市民的捐助电话，
受到捐助的困难家庭也纷
纷领到了过冬物资。

12日，一位热心市民将
一床棉被和一台小洗衣机
送到本报编辑部，热心市民
王女士将10件崭新的羽绒
服送到本报编辑部。13日一
早，热心市民赵先生将1000

元救助金送到本报编辑部。
本 报“ 送 暖 热 线 ”

96706126开通以来接到不少
热心市民的捐助电话，一批
批过冬物资汇集到本报编
辑部。与此同时，本报编辑
部将热心市民送来的过冬

物资发放到困难家庭手中。
12日，朱秀霞收到了吴女士
捐助的棉衣及各种日用品；
13日，市民陈先生与照看弱
智儿的单身老李结成了帮
扶对子；而低保边缘户季志
刚的女儿季春雪也受到了
热心市民朱先生的长期资
助；家住西营镇的老王也收
到了两套新羽绒服和棉被，
他的孩子还收到了奶粉和
各种玩具。

本报送暖热线架起了
爱心桥梁，张刚大篷车“今
冬送暖”继续进行中，如果
您希望得到帮助，请拨打

“送暖热线”96706126求助，
爱心市民也可以拨打热线，
告诉我们您能提供的帮助。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修从
涛) 9月19日，一场交通意外让有
着30年教龄的乡村教师赵武珍进了
医院，至今昏迷不醒。为了治疗，来
自农村的赵武珍一家借遍了亲戚邻
居，欠下了25万多元的外债。看着躺
在病床上的赵武珍，小儿子赵新江
说，他们不会放弃，然而，看着手中
200多页的用药清单价目表，赵新江
一家一筹莫展。

“村里的孩子都盼着他回去上
课，都昏迷了两个月了还没醒。”自从
赵武珍出事后，读大三的小儿子赵新
江每天都守在父亲的病床边，12日是
赵新江“形式与政策”课的考试，他没
去参加考试，赵新江说，父亲需要照
顾，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

赵武珍一家住在德州陵县陵城
镇农村，除了每年从土地里获取一
点收入外，全靠赵武珍每月的2500
多元工资支撑生计。赵武珍今年46
岁，是陵城镇陆家庙小学的一名教
师，从16岁就开始教学的他，如今已
有30年的教龄。“我父亲很能干，我
和哥哥都是他一手带大的，哥哥今
年刚大学毕业，我读大三了。”赵新
江说，父亲赵武珍是他们一家的主
心骨。

然而不幸的是，9月19日，赵武
珍在中午放学的路上，被一辆大货
车撞飞了出去，脑部损伤严重。“在
德州治了几天，9月27日就到济南来
了，现在每天的医药费将近4000元，
已经花了27万多了。”赵武珍的妻子

张凤喜说，亲戚邻居都已经借遍了，
欠下25万多元的外债。

12日，记者来到赵武珍所在的
济南军区总医院，浑身插满针管的
赵武珍毫无意识，只是大口大口地
喘着粗气，张凤喜帮丈夫清理完大
小便之后，将被子盖好，眼中有止不
住的泪水掉下来。为了照顾赵武珍，
张凤喜已有近两个月没回家了，“家
里的玉米都是两个孩子回家收的，
现在还没剥完，麦子也是孩子回去
种的。”

由于脑部损伤严重，不少人建议
赵新江母子放弃，但赵新江不答应，

“我哥哥回家筹钱去了，我父亲会好
起来的。”赵新江在医院的走廊里打
好了地铺，日夜坚守在父亲身边，靠
一张凉席一床棉被，赵新江母子已经
熬过了50多天。每天啃馒头就咸菜，
赵新江说他能坚持，最害怕的是看到
攒了200多页的用药清单价目表，“如
果大儿子筹不到钱，我们就只能在这
里住上一周了。”张凤喜说。

化粪池溢污水一直无人管
移动公司和居委会都称：此事该归对方管

本报11月13日讯（见习记者
朱洪蕾） 家住济南市槐荫区经三
路189号居民楼的党先生向本报反
映，楼下的化粪池已经满了，现在正
在向外溢污水，但是没有人来处理。

格居民反映

住的移动公司宿舍

化粪池满了没人管

党先生说，他是原省邮电局的
老职工，他所住的居民楼是当时单
位分配的楼，后来邮电局改制，这座
楼也被分给了移动公司，后来一直
都是移动公司在管，但是现在移动
公司不想管了。

据党先生介绍，移动公司的人
跟他说现在楼是个人的了，公司不
管了，他之前也跟负责处理化粪池
的城肥一处问过，人家说现在他住
的这个楼还是有单位的，需要单位
负责，如果是开放式小区，城肥一处
会直接过来解决化粪池的问题。为
了这个事，他没少打12345市民热
线，但是一直都没得到解决。

格移动公司解释

单位宿舍已归个人

管理应由社区负责

移动公司的赵经理说，移动公司
是上市公司，很多资产在上市之前都
已经剥离了，现在移动公司已经没有
房产了，党先生居住的经三路189号

楼某房间是其个人的资产，已经不归
移动公司方面负责了。邮电系统改制
后，移动公司上市，现在有专门的资
产管理公司负责审查公司的账务，公
司不会为原先的宿舍楼方面浪费精
力。原先建设的宿舍楼都已经是楼房
所有人的个人财产，这些宿舍楼的管
理由社区方面负责，单位对此不再过
问，也不再承担相应的义务。

格居委会说法

产权仍在移动公司

应由移动公司管理

据公祥街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
绍，以前党先生也来找过居委会，
希望能够解决化粪池的问题，但
是经过向有关部门咨询后居委会
发现，房子的产权现在还是移动
公司的，也就是说，这个楼还是移
动公司的，居委会方面没有权力
去管。

居委会工作人员说，现在邮
电新村还有一些地方是由移动公
司的人在管着，党先生居住的这
幢楼的管理工作也还是应该由移
动公司来负责，移动公司不应该推
卸责任。

又有好心市民

送来千元救助金

一村民坚持20余年

自办林果科技小报
本报记者 穆静

市中区陡沟街道的周建忠虽只有小学文

化程度，但每年坚持订阅科技报纸杂志，并将

报纸杂志中的新技术及自己的种植心得编成

科技小报免费发放到附近村的种植户手中，至

今已坚持20余年。

居民楼前的化粪池不断溢出污水。 见习记者 朱洪蕾 摄

每年出版七八期

介绍林果新技术

近日，在陡沟街道陡沟
村周建忠家里，记者看到了
科技小报《市中林果科技
报》，每份一张，每张科技小
报有两张4A纸大小，正反
面印刷。

记者看到，科技小报虽
然版面不大，但内容丰富。
周建忠告诉记者，科技小报
是1985年创办的，每期200
份，发放给本村及附近几个
村子的果树种植户。科技小
报刚创办时，每月出两期，
介绍果树种植技术。后来随
着几个村的村民掌握了越来
越多的种植技术，科技小报
的出版次数也相对少了一
些。“现在每年大约出版七八
期，时间不固定，多是按照农
时及种植户的需要而定。”

科技小报从创刊至今，
已经换了好几次名字，内容
也越来越贴近当地种植实
际。而科技小报的“主编”，也
由周建忠一人发展到周建忠
和其儿子周亮共同担任。

每年花近3000元

订阅报纸杂志

周建忠今年73岁，虽只
有小学文化程度，但酷爱钻
研农业知识。周建忠告诉记
者，为了编科技小报，他现
在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掌
握最新果树种植技术。为了
掌握最新的农业技术，他跟
儿子每年要花近3000元钱，
订阅十余类农业报纸杂志。
周建忠说，他年轻时在林业
队担任技术员，深深体会到
技术难求，才决定将自己掌
握的技术传达给更多的人。

现在，科技小报已经在
陡沟村以及邻近的井家沟
村等地受到种植户的欢迎。
每次报纸印好后，对于本
村种植户，周建忠会亲自
送到他们家里，对于外村
的，则先送到村委会，由
种植户自己去领。大庙屯
村的种植户殷红军告诉记
者，科技小报上有不少葡
萄种植技巧的信息，对他
帮助很大。“有一次我按照
科技报上说的，将化肥转为
有机肥，这样种的葡萄无公
害，也好卖。”

周建忠说，不少农民由
于技术掌握不足以及创新
性不足，种地不如打工赚
钱，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到
外面打工了。“我希望村民
能靠农业技术赚到钱。”

格追踪报道

为照顾昏迷的父亲，赵武珍的儿子赵新江打地铺住在医院里。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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