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不能能眼眼睁睁睁睁看看着着这这家家人人受受罪罪””
李长河卖股票又给李金盘凑了两万，他在村里一直是热心肠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本报记者 梁越

“别管现在是赚了还是赔了，
抓紧先把手头上的股票卖了，把钱
给老李送去。”22日一早，在济阳县
崔寨镇的家中，李长河正坐在电脑
前盘算着把自己七年前买的股票
变现。老伴李洪玉也忙前忙后帮着
去银行取钱，一共又凑出了两万
元。

加上前几天的六万多元，李长
河已经给李金盘凑了八万多元的
医药费。对已经退休的李长河来
说，之前的钱是他东拼西凑借来
的，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咱们家房客老李出车祸，他
和他岳母都住院了，现在没有钱不
能动手术，今天晚上必须凑齐五万
块钱！”李长河的女儿还能记得18
日傍晚父亲给她打电话的焦急。

看见举目无亲的李金盘没钱
做手术，李长河二话没说就开始打
电话借钱。儿女、亲戚，甚至是学
生，能想到的人李长河都打了个
遍，十几个电话花了一个小时的时
间，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李长河的
手就没离开过电话。“多打一个电
话，或许老李就多一分希望。”

时间太晚，银行离得远，身上
没现金……这些都没能绊住李长
河的坚持。他在电话里还给儿女下
了“死命令”：必须凑够，救命要紧。

李长河的女儿、儿子和外甥各
自行动。李长河是个热心肠，在家
族中说话也颇有号召力。

十几个电话换来了救命的五
万元钱，李金盘和岳母被推进了手
术室。“手术进行中”的灯一亮，李
长河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

“当时我就在家，知道这件事
后非常赞同他的做法。”李洪玉很
支持丈夫借钱给李金盘的事，“年
轻时我们两个生活比较困难，很多
好心人常常资助，全家人一直心怀
感恩之情。如今，别人有了困难，我
们也应该尽最大努力帮忙。”

22日，本报报道了“最美房东”、济阳70岁退休教师李长河借了六万多元给被撞伤的房客李金盘垫付
医药费的事情。22日，李长河更是卖掉了手头的股票，又为李金盘凑了两万元。李长河说，这只是自己的举
手之劳，从未担心李金盘还不上这些钱，“李金盘实在是太难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家人受罪。”

“老李头能做出这事，

是个热心人”

这几天，听说李长河借了六万
元钱救此前素不相识的房客的事
情，崔寨村的乡亲们一点也不觉得
吃惊。

“这是老李头能做出来的事，
他一直就是个热心人。”记者在崔
寨村采访时，围上来的村民们你一
言我一语地说着。在他们的评价
中，李长河为人忠厚，在村内的名
声相当好。

“李长河老人对父母、对学生、
对邻居的好都没得说。”崔寨村村
支书张寿民说，李长河住在岳母
家，因为患病，岳母常年生活不能
自理，李长河就一直帮助妻子照料
岳母。

除了李金盘，李长河家的门头
房还有其他房客租住，刘宝玲在李
长河的房子里已经住了七年了。

“李大爷对我们照料有加，平
时他在后院种了一些油菜、葱、白
菜，收割了的话都会送给我们一些
品尝。每到交房租的时候，手里的
资金周转不及时，李大爷也会允许
我们迟一段时间再交，或者是有多
少先交多少，但从来不催账。”

李长河的邻居赵国传说，无论
谁找李长河帮忙，他都会鼎力相
助。碰到有人借钱，即使他当时手
里没钱，第二天就是四处借也会及
时借给别人。

“村内每个人提到他都会竖起
大拇指。谁家有红白事，他会连续
好几天帮忙，随叫随到，说话非常
得体，但很少留在主人家中吃饭。”
赵国传说，“前段时间我儿子结婚，
李长河帮忙写对子、贴对子、借板
凳……从不喊苦喊累。”

为给李金盘凑钱

给儿女下“死命令”

家里有病号

读者仍捐出千元

“我们是略表心意，众人拾柴火
焰高，希望能让李金盘感受到山东
人的关爱。”22日9时，看到本报报道
的房东李长河老人借钱为房客李金
盘垫付“救命钱”的报道后，德州的
赵女士打通本报热线电话，表示想
捐助李金盘一千元。

当记者提出让赵女士和李金盘
联系时，赵女士连连拒绝说：“不用
不用，你把他的银行账号发给我就
行，我做的事也不足称道，咱多少帮
一点是一点。”

记者了解到，60岁的赵女士家
里也有病号，能切身感受到李金盘
的不易。“我们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我是退休工人。但非亲带故的李长
河老人都能借六万块钱给自己的房
客看病，我们做的跟他比都是小事。
能帮点就帮点，我们也是见贤思
齐。”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事故双方明天见面协商

撞人司机愿垫付

李金盘医药费

22日，山东尚真律师事务所业
务主管马秀红给本报打来电话表
示，愿意为李金盘无偿提供法律服
务。针对李金盘付不起医疗费的情
况，马秀红说，将协调律所专门处理
交通事故的资深律师为李金盘代
理，包括申请社会救助基金、申请保
险公司垫付医疗费用，并在后期无
偿提供调解、诉讼等法律服务。

按照程序，此次交通事故的事
故责任认定仍需等一个多月。负责
处理此次交通事故的刘警官表示，
本周六（24日）将协调双方见面，并
针对协商结果走下一步的程序。刘
警官建议先把责任认定下来，具体
细节再进行调解。

据刘警官介绍，交通事故中的
尼桑车主购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并表示愿意通过协商先垫付李
金盘的医疗费用，并愿意承担这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要帮李金盘走法律程序处理事故”

18日晚上把五万多元
给李金盘送去后，李长河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济阳
家里。但他怎么也放心不
下李金盘。

19日凌晨两点，在床
上辗转反侧的李长河起身
拿起电话，打给了李金盘。

“老李，手术做完了吗？现
在感觉怎么样？别担心钱
的事，安心休息，叔给你挺
着。”

如今回想起几天前刚
见到李金盘受伤的情景，
李长河眼眶湿润，用袖口
抹了抹泪，一声叹气，“老
李一哭，我心里太不是滋
味，李金盘实在是太难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家
人受罪。”

小学毕业的李金盘对
法律一无所知，更不知道
自己遭遇了交通事故该怎
么处理。李长河也未曾涉
猎过法律知识，可短短四
天，“交通事故财产保全”、

“车辆保险赔偿”、“委托律
师申请调解”等一系列处
理交通事故的专业术语，
李长河张嘴就来。

“咱虽然不懂法律知
识 ，但 电 脑 上 有 相 关 文
件。”19日凌晨两点，给李
金盘打完电话，李长河坐
到电脑前，戴上老花镜，用
手指敲下“交通事故怎么

处理”几个字，并将处理办
法记录在本子上，“交了
钱，做了手术，身体上的疼
痛咱也帮不了他，那是医
生该想的事。我接下来要
做的，就是帮着李金盘走
法律程序，处理事故。”

李金盘也确实没想
到，李长河能这么快就把
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的六
万多元钱交到他手上。

“李叔是我最亲的人，
没有他挺着，我真的不知
道该怎么办了。他身体不
好，还跑前跑后忙活我的
事。”李金盘躺在病床上握
住李长河的手，久久都不
愿意松开。

“无论到哪，李叔家都是最亲的地方”

对李金盘来说，出车
祸是不幸的。但遇到了李
长河，他又是幸运的。

在常人看来，房东与
房客说白了就是简单的经
济关系。但在李长河的眼
里，李金盘一家从来都不
是“外人”。

2013年5月，李金盘带
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济
阳县崔寨镇，打算谋一条
出路。“在甘肃天水老家，
一家六口人住在一间房子
里，靠种地维持生活，也就
是能保证全家不饿，根本
没有什么积蓄。”

刚到济南的李金盘只
带了几千块钱。李长河忙
东忙西帮着他搭床板、垫
被子。看到李金盘的大儿
子和二儿子还小，也没读
几年书，教了一辈子书的
李长河又帮着教孩子算
数，给孩子联系学校。

拉面馆开起来了，晚
上生意少，李金盘却不愿
漏掉一个上门的顾客，坚
持到晚上12点才关门。44
岁的李金盘凭着自己的手
艺养活一家六口人，做生

意实在，这让李长河很是
佩服。

李长河在自家后院里
开了荒，种了点油菜。他知
道做拉面用得到，每次摘
了菜都给李金盘送去些。
李长河的孙子们放假回家
的时候，想吃拉面，李金盘
也是毫不犹豫送到李长河
屋里，加的料比平常都多。

如此一来二往，李长河
和李金盘两家关系更近了。

在山东无亲无故的李
金盘，受伤之后实在没办
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
长河。“将来不管走到哪，

都不会忘记我李叔，李叔
家是我最亲的地方。”

李金盘家境贫寒，一
时半会儿无法偿还李长河
垫付的八万多元。说起这，
李长河连连摆手说：“没事
没事，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
想早日让他动手术。如果老
李以后有钱了可以还，没有
能力还就算了，就当交个朋
友。我先用每个月的退休工
资和租金把借款还上。”

临末了，李长河再三
嘱咐记者，“不要宣传我，
我做的都是举手之劳，请
你们一定多帮帮老李。”

22日，李长河准备卖股票筹钱。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A

B

C

D

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任鹏

美编：石岩 组版：庆芳

A08-A10

22日，李长河再次到医院看望受伤的李金盘，还带来了营养品。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最美房东
退休教师借钱为房客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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