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户独居老人家的大雪天

看看着着凉凉暖暖气气片片，，心心里里也也暖暖些些

本报济南11月24日讯（记者
刘飞跃） 24日，一场大雪把

济南带入寒冬，济南市救助管理
工作也进入了最紧张的时期。当
日上午，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冒
着雪花沿街寻找流浪乞讨人员，
好说歹说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
一位流浪人员请进救助站。

接到群众反映棋盘街与文
化西路交叉口有流浪乞讨人员，
24日一大早，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带上被子、鞋子、热水、面包等
生活用品出发了。到达棋盘小区
后，工作人员开始在附近寻找，
但找了十多分钟，还是没发现。

“今天下雪比较冷，流浪人
员可能去比较隐蔽的地方了，加
大了搜寻难度。”救助管理站办
公室主任张华伟称，济南已经进
入冬季，恶劣天气比较多，从现
在一直到明年三月份，都是救助
管理工作最紧张的时期。

寻找无果后，工作人员沿着
文化西路往西，在泺文路一家药
店门口找到了一位流浪老人。张
华伟看到后，把准备好的鞋子、
面包和热水送到老人面前，并试
图与他交流。“老人家是聋哑人，
也不会写字，只会用手势比划。”

“现在的问题就是好多流浪
乞讨人员都不想进救助站，我们
只能劝导，实在不愿去，就发给
一些御寒物资。”张华伟说。

半个小时后，在众人的劝
说下，流浪老人态度最终有了
改变。在救助人员的搀扶下，才
慢慢进入了救助车。据记者了
解，按照群众反映的线索，救助
管理站一上午共救助了四五位
流浪乞讨人员。

如果看到附近有流浪乞讨
人员，可以拨打110报警，或者
拨 打 济 南 救 助 管 理 站 电 话
85952025。

为给家里挣补贴
一站就是十几小时

屋里没暖气，十天半月洗回澡

在冷水沟村，虽然住的是平
房，卧在床上的贾英老人总会为连
日来不见阳光耿耿于怀，在济南市
棋盘小区这个一梯五户的楼里，徐
文淑老人五十来平方米的房子面
朝北，即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同
样见不到太阳。“东边的楼再一挡，
一天见不着多长时间的太阳。”
“烧了几十年的蜂窝煤，因为今

冬要装暖气，前段时间把炉子拆
了。”在家里，徐文淑头上的帽子继
续戴着，圆鼓鼓的衣服依旧穿在身
上，沙发有些矮，要坐下时，老人只
得解开外套靠下的几粒扣子。

“白天衣服都穿着，晚上睡觉
盖上两床厚被子，在家倒也不觉得
冷，最麻烦的还是洗澡。”暖气还没
有装好，家里没有什么取暖的设

备。在略显紧张的卫生间里有一个
小太阳取暖器，只是老人不舍得
开，“一天开这个得用多少电，到了
冬天，洗澡就去公共澡堂。”

天气寒冷，老人去澡堂的次数
也变得少了，“有几天没去了，澡堂
子里洗了澡，路上就怕冻着了，往
年天到了大冷的时候，得十天半个
月的才能洗回澡。”

2 4日，入
冬后济南的第
一场雪降临，
寒冷的天气里
独居的老人让
人牵挂。在济
南城郊的王舍
人街道冷水沟
村，两位九旬
老人烧着一个
煤炉，依旧难
敌 冬 日 的 寒
冷。在济南市
中心的棋盘小
区，独自居住
的徐文淑老人
静静看着屋外
的雪，身穿坎
肩加棉袄，听
着屋外安装暖
气的电钻声，
今年没烧蜂窝
煤，但大雪初
降，老人在等
待着自家几天
前刚刚安装的
暖气能快点热
起来。

老两口烧炉子，让外面的儿女很担心

楼上传来安装暖气的电钻
声，起身走在屋里，徐文淑下意识
摸了摸暖气片，依旧冰冷。楼下通
知上写着将于12月25日供暖，对
于暖气的下一步进展，老人打听
得清清楚楚。

“反正也冷了20年了，有了就
比没有强，只是暖气费还没交，不
知要交多少。”过两天天气还会
冷，虽然等家里暖气供上还有一
个多月的时间，但摸着冰凉的暖

气片，徐文淑依旧感到欣慰，“看
着凉的暖气片，心里也感觉暖和
些，这几天是有点冷，熬熬也就过
去了。”说话间，老人把暖气片边
的一点杂物拿开了。

大雪中，暖气施工在继续，只
是对冷水沟村的李兴、贾英老两口
来说，这个冬天的取暖还是靠炉
子，烧着炉子的老两口让不在身边
的儿女也担忧着。老伴卧床，大雪
天里，李兴一天基本没出门。“两位

老人耳朵都有些聋，身体不算好，
俩人烧着炉子关在屋里，有时候挺
让人担心。”女儿李莹说，去年天冷
时，老两口出门转了一圈，回家才
发现盛煤块的箱子被点着了。

雪还在下，两位老人也有期
待，“要能搬到楼上去，肯定就有
暖气了吧。”李兴说着，给自己倒
了杯热水，他期待着这个位于城
边的村能拆迁了，他们或许也能
过上有暖气的冬天。

天气冷了，习惯的午睡没了

24日一大早，在济南城郊王舍
人街道冷水沟村，90岁的老伴贾英
还没起床，88岁的李兴老人赶紧先
把炉子烧起来，儿女不在身边，卧
床一年的老伴多要靠他照料。“她
的身体受不得寒。”一场大雪，让屋
里冷得像冰窖，李兴挑了一块最大
的炭，填了进去。隔壁邻居都安了
土暖气，但贾英听说费的炭比炉子
多，死活不让安。

“早上一起来就得赶紧裹棉
袄。”李兴说着，又给贾英加了一床
被子。“这么扎人！”李兴想洗洗手，
一碰到水接着缩了回来，双手伸到
袖口里，不停地跺着脚，看着门外
的院子，白了一片。

初降大雪，独居的老人多有不
适应，在距李兴家几十里的济南市
中心，65岁的徐文淑老人在居委会
听完讲座后，慢慢踱着步子走在回

家的路上。“秋衣、秋裤、坎肩、棉袄
还有个外套，能穿上的都穿上了。
一个人在家闲着无聊，社区有啥活
动都叫我，我也乐意来。”
虽然平时有午睡的习惯，但随着近
期气温骤冷，老人已有几天没睡
了，“中午吃完饭就在沙发上坐一
小会儿，外边冷，家里也冷，穿着圆
滚滚的衣服睡觉不舒服，脱了盖着
被子睡，就怕一起床冻着。”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陈玮

济南救助站寻找流浪人员

劝劝了了半半小小时时，，老老人人才才肯肯进进救救助助车车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永宽

11月24日，大雪如期而至。在这
风雪交加的天气中，仍然有不少户
外工作者坚持工作，一站就是十几
个小时，就为了给家里挣点补贴。

11月24日中午，在山师东路和
文化东路十字路口，袁师傅的书报
摊仍然像往日一样，按部就班地出
现在那里。三把大遮阳伞低低地架
成一个小帐篷，伞顶上已经落了三
四公分积雪，积雪不时从伞上落
下。

此时温度已经降至-3℃，书报
摊上早已经积了一层雪。袁师傅

“全副武装”，只露张脸在外面，不
停地在伞下面跺着脚取暖。他今天
早上5点起床，6点多就出摊了。“雪
下得再大也得出来。书报都用塑料
布盖住了，刮到摊车上的雪刚扫完
就又落了一层，干脆不扫了。”

袁师傅除了卖杂志报纸，还卖
纸巾、香烟、矿泉水、雨伞等。袁师
傅告诉记者，这两天冷了，生意很
难做。“昨天一天就卖了两本杂志，
今天一本都还没卖出去。卖书报一
天就挣个十来块钱，刚够饭钱。”记
者在袁师傅摊前观察了快一个小
时，这个路口虽然行人多，但只有
两位市民来买东西。

袁师傅向记者透露，他对面还
有个书报摊，但一下雨下雪，摊主
怕受罪就不出摊了，而他自己则不
管下雨还是下雪，只要没有特殊事
由，每天出摊，从早晨6点多一直守
到傍晚六七点。袁师傅称，自己冒
雪出摊也是有苦衷的，“我两个儿
子，大儿子刚结婚，贷款买的房，二
儿子还没结婚，婚房也没有，家里
还有老人。我们老家在泰安，来济
南打工，租房子住，每月还得交房
租，不出摊不行，生活需要啊！我在
这儿干了十几年，这种生活早习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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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师东路与文化东路十字路
口处，袁师傅的书报摊上落满了
积雪。

暖气片一个月后才会热，徐文淑把一旁的杂物都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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