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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办公楼一栋，2-4层整体出租，面积共500平方米

左右，单独门禁，会议室、财务室等一应俱全。有院子停车

方便，一楼有食堂、厨房、单身宿舍可配套出租，全新装修

适合公司使用。

一楼仓库对外出租，面积共1000平方米左右，全塑胶

地面，带仓库办公室。

另有一楼办公室出租，面积500平方米左右，全新装

修，全地毯、中央空调。

办办公公楼楼及及仓仓库库出出租租

联系电话： 3595000 18753384249
地址：柳泉路272号(火炬大厦以北高新区国税局附近)

挂 失

巩盼失业证3703032013003783

丢失，声明作废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唐
菁) 经过了两天一夜的奔波，3

日晚，阿水回到家乡，见到三年
未见的家人，摸到熟悉的冰雪，
尝到家乡的饭菜，阿水既舒适
又踏实，在家的第一夜，他睡得
很香。

4日10时，记者打通了阿水三
哥家的电话，阿水三嫂告诉记

者：“昨晚我们把阿水接回后，我
给他煮了面条，他都吃净了。”

“住院的这几个月，我胃口
不好，每顿饭也吃的很少。”阿水
说，回到家尝到嫂子做的面条，
感觉这种味道好久没吃过了，不
自觉就吃了很多。

自受伤后，阿水因为身体的
疼痛，整夜睡不好，晚上顶多睡一

个小时。但是当躺在家里暖和的
床铺上，阿水感觉很安心，在家第
一晚，一夜好眠，“破例睡了4个多
小时，身体感觉也没那么疼了。”
阿水是家里的老小，还有两个哥
哥和两个姐姐，经过一家人商量
后决定，暂时住在两个哥哥家里，
短期内一家人将轮流照顾他。

但是，阿水一家经济条件并

不宽裕，长期照顾阿水有一定困
难，因此，阿水想申请低保，减轻
一下对家庭带来的压力。

莫旗民政部门也表示，考虑
到阿水的现实状况和家庭环境，
阿水可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
把他纳入三无人员，为他办理低
保，如果阿水和家人同意，也可
以将他送入当地福利院。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唐菁 )

阿水回家了，还有多少个阿水
在苦苦等待返乡？天气渐冷，他们
却因种种原因流落街头。本报联
合市救助管理站启动“温暖回家
路”公益行动，将继续关注流浪人
员，帮他们联系家人，让他们过一
个温暖的冬天。

如果您发现流浪人员，欢迎
拨打本报救助热线，我们会将信
息反馈给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
救助，也欢迎社会公益团体和爱
心人士为这些在冬日挨冻的流浪
者送去温暖。

本报热线：0 5 3 3 - 3 1 5 9 0 1 5 ，
0 5 3 3 - 3 1 5 9 0 1 9。市救助管理站热
线：0533-8403178。

“温暖回家路”

爱心再启程

“我家里人都不要我了，你们
还管我干什么？”1 1月2 8日，本报
记者与淄博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上
街救助流浪者时，一位年近6旬的
流浪者拒绝接受救助。工作人员
说，这种情况他们已经遇到了很
多次。

去年 1 1月，本报联合淄博市
救助站联合救助了一位河南籍的
老人，老人不愿意回家，他说儿子
脾气暴躁，经常打他。

“我们上街救助，超过 8成的
露宿街头者不接受到站内救助，
只接受物资救助，甚至有些人连
物资都不要。连救助站都不愿去，
更不用说送他们回家了。”淄博市
救助站相关人士说。

去年一份新华社对全国街头
露宿、流浪者做的调查显示，全国
超8成流浪者不愿回家，原因以家
人不在和职业乞讨为主，此外还
有家庭暴力、身患疾病不愿给家
人增加负担等。

超8成流浪者

不愿回家

““阿阿水水们们””如如何何回回到到温温暖暖的的家家
不少流浪者拒绝救助，有的回家后面临生存难题，救助之外需更多保障

本报记者 臧振

阿水到家了，但还有许多
“阿水”仍在外流浪，如何将“阿
水们”顺利送回家并妥善安置
是救助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目前来看，送流浪者回家仍面
临许多问题。

淄博救助站工作人员吕志远坦
言，一开始，他们对家人接回阿水不
抱太大期望。“我们每年都会送不少
流浪者回家，河南、广西都去过，很
多时候送到了却见不到他们家人。”

“很多流浪者的家已经没有了，
我们送回去，有的找不到家人，有的
家人不接收。”吕志远说，去年他们
把一位老人送回北京，而且找到了
家人，但是家人不愿意接收。

“千难万难，到家时最难。”淄博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说，很多受助者抱
着“终于要回家了”的希望跟他们坐
上火车，到家之后却被家人拒收。“这
对他们以后生活信心的打击非常
大。”流浪者身患重病、家庭贫困、家
庭不和谐等，都可能导致家人拒收。

送阿水回家途中，记者也
为阿水以后生活担忧，虽然二
哥会养他，但他并不富裕，阿
水身体截瘫，丧失大部分劳动
能力，以后如何生活呢？“送流
浪者回到家只完成一个任务，
回家后妥善安置才是重点。”
淄博市救助站一负责人说。、

据悉，我国的救助制度、

送医制度、最低工资制度、五
保户、低保户等制度筑起了社
会最低的生存防线，而要让这
些流浪者真正有所依靠，就需
要把他们从流浪者变回社会
的人，回归到社会保障中。

然而现实却并非这么简
单，户籍是制约流浪者重为社
会人的第一道坎。淄博市救助

站工作人员说，流浪者回家之
后该怎么生活，如何让他们不
再外出流浪，也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问题。

此外，流浪者中不少是乞
讨人员，他们不愿被送回家，
被送回老家，也会再跑出来，
进而出现流浪——— 救助———
再流浪的怪圈。

回回家家后后的的第第一一夜夜阿阿水水睡睡得得很很香香
家人将轮流照顾，当地民政部门为其办低保

送流浪者回到家，救助远未结束

家人不接收

只能继续流浪

相关链接

阿水回家了！他在淄博流浪
十几年终于回到两千公里外的
家，见到亲人阿水激动流泪。是
的，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温暖，
没有什么事情比见到亲人更让
人觉得幸福。

尼尔基镇有壮阔的水库，有
好吃的大鱼，有空阔的蓝天和洁
白的冰雪，但对于阿水来说，尼

尔基镇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因
为，这里有他的家人。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
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
命是意义。”正如歌词所写，无
论你走到哪里，家永远是牵
挂，家永远是归宿。阿水提前
一周就开始准备，紧紧带在身
上的是一本家庭相册和与家

人联系的手机，离家多年后，
关于家人的东西成了他唯一
的念想。

2400公里的回家路，阿水走
了10余年。不管回家路有多远、
多难，最美莫过于一家人团圆，
苦与难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美好
正在走来。

本报记者 唐菁

没有什么地方

比家更温暖

记者手记

阿水见到亲人激动地流下眼泪（资料片）。 本报记者 唐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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