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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民生

“我早年干过饭店、收过

废品、做过家电维修等工作。

后来做起了批发生意。没想

到，1998年底一把大火把6间
库房和12余万元的年货全部

烧毁，包含了我所有的积蓄

和 向 亲 朋 好 友 借 来 的 6 万

元。”郝来河说，从此他开始

了漫长而艰难的还债路。

为尽快还清债务，郝来

河于2000年独自一人去了济

南，租赁了一间小房子打起

了火烧。“我不懒惰，也不怕

苦，做生意讲诚信，所以小店

很受欢迎，平均每天能卖出

七袋子面。不曾想，年关将

近，一群年轻人来到店里不

由分说到处砸东西，还砍断

我的左手食指。”原本希望打

火烧挣钱还债，又变得遥遥

无期。“欠着债，一直是我心

里头的一个疙瘩。2002年我

做起了快餐生意，虽挣钱不

多，但每月都能还一小部分

债。就在这一年我遇见了现

在的妻子。”他说：“我自制了

一个账本，每还上一份，就画

去一条，看着账本的划线越

来越多，我对生活热情也高

涨了许多。”

那年郝来河外出采购，

滑倒摔断腿，原本残疾的身

体再也不能承受繁重劳动

了。“人要讲良心，他们借钱

解我燃眉之急，我现在就是

再苦再难也要把钱给还上

啊。”郝来河说，在妻子的鼓

励下，2004年他购买了10只
兔子做起了养殖业。“1998年
至今，我已偿还了三万，剩下

的我也会尽快还上的。”郝来

河指着账本告诉记者。

债务记在本上

一笔一笔地还

本报20日讯(见习记者
张文娟) 近日有市民向向

本报反映，正常一块钱的矿泉
水在冰镇了以后商店卖一块
五毛钱，称要收取冰镇费。记
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市民有过
同样的经历，矿泉水从冰箱里
出来都要涨5毛钱的身价。

“这瓶冰露的矿泉水花了
我一块五，平时也就卖一块钱，
多收了5毛钱。不是在意这五毛
钱，就是心里不舒服，感觉这样
收费不合理。”吕晨在凤城西大
街一地摊上买矿泉水时，发现

这家的矿泉水比别家的同品牌
矿泉水贵了5毛钱，当他询问
原因时，老板告诉他，矿泉水
冰镇需要用电，那5毛钱就是
用的电费。晚上经常出来吃烧
烤聚餐的魏先生说，不仅是矿
泉水冰镇后会涨钱，冰镇的啤
酒每瓶也会涨5毛钱。

20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路
边矿泉水涨钱的商店老板，老
板说：“常温的矿泉水饮料都
是原价卖的，但是冰镇的饮料
要放在冰箱里冷藏，那就肯定
会用电，电也得花钱，本来我

们利润就小如果不涨钱我们
就更挣不到钱了。”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律师
徐女士。“将饮料进行冰镇应
该算是一种商家促销手段，为
了适应消费者需要促进销售，
而促销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
用不应该由消费者承担。”徐
女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经
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
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
的品名、规格、价格或者服务

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
况。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
予标明的费用。”

莱芜市物价局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市场上的零售
商家商品价格区间内拥有自
主定价权，这属于市场调节
价，现在已不归物价局管。该
工作人员建议，消费者在选购
冰镇饮品时，最好还是多问一
声是否要额外付费，以避免不
必要的纠纷。若不愿支付冰镇
费，可以去别家选购。

本报8月20日讯(见习记者 郭
延冉) 20日，市民秦女士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反映，近来一段时间，莱
芜一些种有法桐树的人行便道上
掉落好多刺毛虫(莱芜话称做“扫毛
架子”)，虫毛落到皮肤上更是疼得
不得了。秦女士说，希望有关部门
治理一下虫害，并提醒市民在法桐
树下行走时注意防护。

记者在文化北路国税局附近
的人行便道上看到，法桐树覆盖到
的路面上满是掉落下来的刺毛虫，
大多数已被行人踩死。

据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每年
这个时节法桐树都会不同程度地
发生虫害。前几天园林局已对全市
范围内所有主干道两旁的法桐树
打了药。“因为法桐树比较高，难免
有一些角落喷不到。但绝大多数虫
子都能被杀死。”

据了解，紫穗槐、臭椿等很多
树上都会招刺毛虫。在人行便道上
行走时，撑遮阳伞、穿长袖衣服都
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但刺毛虫
的刚毛有时会随风刮到人的皮肤
上，让人防不胜防。

万一被刺毛虫虫毛到，应该怎
样及时处理呢？莱芜市中医医院皮
肤科黄主任给出了处理方法。可以
反复用橡皮膏、胶带等粘在疑似被
蜇处的皮肤进行拔除，清除毒源。
但胶带不可重复使用，以免被粘出
的虫毛再次进入皮肤毛孔。拔除虫
毛后，可在皮肤疼痛部位涂抹清凉
油、皮炎平艾洛松等消炎药膏。这
样一来，疼痒症状很快就会消除。

“如果被虫毛蜇后出现胸闷、大汗
甚至休克等症状，说明中毒较深，
需立即进一步解毒治疗。”

本报8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周慧杰 ) 最近，家住胜利南路的
吕女士新买了一部手机，贴了一
张价值 3 0元的手机膜。店主告诉
她，手机膜是磨砂的可以防静电，
防划痕。她在逛手机店时，又见到
了标榜功能更多的手机膜。吕女
士还发现，工作人员贴膜非常简
单，有时贴得不理想，就把撕掉重
贴，也没有心疼的表示。吕女士感
到很疑惑，价格不同的手机膜到
底有何区别呢？

2 0日，记者来到文化北路一
家手机卖场贴膜柜台前，咨询工
作人员说。据介绍，手机贴膜有38

元、68元、108元等不同价位。手机
贴膜有不同的功能，有普通的、防
划的、防静电的等。当记者问到价
格贵的到底有什么优点时，工作
人员的回答并不明确：“肯定是价
格越贵膜越好。”记者又来到数码
科技港内的贴膜专柜。经询问得
知，这里的贴膜价格在十元至二
十元之间。在凤城西大街官寺商
场附近，有几家街头的手机贴膜
摊点，最便宜的10元。

一名从事贴膜生意五年的老
板告诉记者，一些外包装比较好
的贴膜价格比较高。但有的贴膜
进价只有不到一块钱，有些地方
贴膜价格贵，有可能是受店面房
租的影响。一些“高价贴膜”号称
除了能够保护屏幕不被划伤，还
具有防辐射、防静电，甚至防摔等
功能，要价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其
实与普通贴膜并没有太大区别。
该老板说：“其实贴膜都差不多，
没必要买太贵的。”

手机膜不值一元

竟卖到一百多块

法桐树下行走

当心毛虫蜇身

一一块块钱钱矿矿泉泉水水，，冰冰镇镇后后涨涨五五毛毛
消费者：不是在意这五毛钱，就是心里不舒服

拄拄拐拐走走江江湖湖，，挣挣钱钱还还债债务务
56岁的郝来河15年还债3万元，还有3万元不知何时还上

现年56岁的郝来河，1962年，因医生的一次误诊，5岁的他便开始了漫长的拄拐生涯。
他虽身残而志不残，先后从事过废品收购、家电维修、家兔养殖等多种行业。1998年，他拿
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6万多元，购进了12万元的年货屯在了6间货仓里，却被一
场大火全部烧毁。从此他走上了还债的道路。他已用15年时间偿还了3万外债。目前，他喂
养着17只兔子，每月领取120元的低保金维持家里的生计。

原本残疾的郝来河，前几年摔断腿后，再也不能从事
繁重的体力劳动了，靠养兔挣钱还债。

文/片 见习记者 冯建华

8月 1 0日 1 0点半，记者
来到了莱芜市莱城区杨庄镇
石家河村郝来河家。进入房
间，便看到郝来河的妻子正
在收拾茶几上的锅碗、打扫
室内卫生。室内只有一张旧
式茶几、一套破旧的沙发和
几样简单的家用电器，地上
铺开的编织袋上堆放着喂兔
子的饲料。此时的郝来河正
在后院喂养兔子，右臂拄着
单拐，左手拿着勺子挨个给
兔子食槽里添水，加饲料。他
每次取饲料，都要弯下腰去，
很吃力的单腿撑地，起身后
涨红着脸，大口地喘着粗气。
记者注意到，他脚上穿着不
同的鞋子，右腿比左腿短五
六厘米。

当记者问到鞋子时，郝

来河说：“5岁那年患了一次
感冒，大夫不把针错扎在我
右腿的坐骨神经上，落下了
这终生残疾。随着肌肉的萎
缩，现在我右脚脚底朝上，脚
面朝下，站在地上根本使不
上劲。”郝来河告诉记者，每
天他只能拄着单拐出来喂喂
兔子，其他家务活已经干不
了。整个家庭经济收入来源
就指望着妻子每年种地挣来
的1000余元，他的收入是每
月120元的低保金和喂兔子
挣几个钱。

“ 我 现 在 一 分 一 分 的
攒，”郝来河对记者说，“我相
信总有一天我会把钱环市东
还上的。”

郝来河表情很坚定。记
者很受感动。

为了偿还债务

一分一分攒钱

破屋偏遭连阴雨。2011
年5月，郝来河的母亲因患脑
瘤住进了医院。10天之内花
去了3000元，这笔开支让郝
来河一家原本拮据的日子更
加艰难，深深感觉到力不从
心。但是为了给母亲治病，郝
来河还是咬住牙拄着单拐跑
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的家
门，可终究还是无力承担起
母亲住院的开销和动手术的
费用。

“对于母亲的病逝，想起
来我心里就感到愧疚。医生
告诉过我，动手术后回家调

养一段时间就会慢慢好起来
的。可是我实在支付不起母
亲的手术费，孩子要上学，全
家要吃饭，对外还有债务。”说
着说着，郝来河忍不住失声痛
哭起来。妻子接过话，继续说：

“亲戚门子上我们都借遍了，
还是筹不到钱住院治疗。没有
办法，我们只能让母亲回家里
住，孩子他爸腿脚又不方便，
我一个人也跑不过来，每次挣
钱后我们都是留下生活费，剩
余的就用来还债了……”妻子
呜咽着也说不下去，不住的
用毛巾擦着眼泪。

母亲患上脑瘤

没钱治疗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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