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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十余年寸步不离照顾患病妻
陡沟街办的老崔全家人从没舍得买过新衣服

编辑：康鹏 组版：颜莉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穆静 实习生 陶文凝 )

自10月23日本报第三届“张
刚大篷车，今冬来送暖”活动
启动以来，本报96706126“送
暖热线”先后接到百余个电
话。这些电话既有贫困家庭
的求助电话，也有热心市民
的捐助电话。爱心源源不断
涌向本报编辑室，贫困家庭
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

“我去王泽新老人家看
她一下吧，给她买点吃的和
棉衣。”“有一件新羽绒服一
直没穿过，我准备捐给有需
要的人。”自“送暖热线”开通
以来，每天都能接到不少热
心市民的捐助电话。不少热
心市民在忙碌工作之余，将
衣物、现金等亲自送到本报
编辑室。有位老人给本报寄
来200元钱，希望本报将钱转
交到困难家庭手中，老人在
信纸里没有留任何联系方
式，只在落款处标明“九旬人
老杜”。

热心市民暖暖的爱心不
断汇集，一个个的困难家庭
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这

个冬天我终于不用偷偷到超
市避寒了。”拿着热心市民张
女士的1000元钱，因为买不
起过冬煤而到超市偷偷避寒
的刘培根激动地流下了眼
泪。患重病的12岁女孩王雪
婷也收到了500元的爱心款。

“报社和热心人的帮助，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13日，
刘培根老人到本报编辑室，
给记者送来了几本笔记本和
中国结。“这些笔记本你们采
访的时候用得到，中国结挂
起来很喜庆，你们可以挂在
办公室。”刘培根说，他没有
太多的钱买贵重物品表达自
己的感谢，就花几元钱买些
小物品表达谢意。到过年时，
他还准备给帮助过他的热心
市民送去春联和“福”字。

暖暖的爱心在冬日里涌
动，汇集起来的过冬物资和
善款纷纷发放到困难家庭手
中，困难家庭也感受到了社会
的一分温暖、一分温馨，他们
也在找机会回报社会。不少困
难家庭表示，他们在有能力时
将积极回报社会，以此表达自
己的感恩之情。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尹明亮 ) 将盛着亲人骨灰
的可降解坛子放入花坛，捧
一抔土、插一束花，1 4日上
午，济南市民政局、济南市殡
葬协会、山东福寿园一起为
市民举办的环保花坛葬在福
寿园举行。

在福寿园花坛葬现场，
一束束鲜花簇拥中，亲属们
怀抱装有31位逝者骨灰的白
色坛子来到集中安葬的花
坛。而已经安放于此的6位逝
者早已化作茵茵绿草。

“盛放骨灰的骨灰坛也
是可以降解的，通常半年左
右，骨灰和坛子就会融入泥土
了。”福寿园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自今年清明节第一次
6位逝者安葬于此后，便有更
多市民报名参与花坛葬。

花坛的碑石上由原来的
六个名字到如今已经刻满，
第二块碑石也开始启用。将
亲人的骨灰安葬于花坛中，
插上一束鲜花，向逝去的亲
人三鞠躬，集体葬礼肃穆简
单，百余位亲属也用鲜花向
逝去的亲人致哀。

“这次我把祖母和父母
的骨灰都迁过来了，不仅价
钱便宜，更重要的是绿色环
保，亲人生前活得幸福，死后
归于自然，也不错。”吕先生
为先人撒上一片片花瓣，也
为先人送上一分分祝福。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穆静
实习生 陶文凝) 由于妻子精神一
级残疾，家住陡沟街道办事处东风村
的老崔担心妻子出现意外，寸步不离
妻子。老崔说，由于家里经济困难，妻
子的棉衣已经破损，他希望好心人能
给妻子送些保暖的衣服，让妻子冬天
不挨冻。

记者到老崔家时，他正在院子里
洗衣服，他的妻子则倚着院墙晒太
阳。看到陌生人进入家里，老崔的妻
子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再无其他反

应。老崔告诉记者，妻子精神一级残
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连水都要送
到嘴边才知道喝。

“妻子的病离不了人啊。”老崔告
诉记者，与妻子结婚之前，妻子就有
精神类疾病，但老崔没有嫌弃妻子，
每天给妻子做饭、洗衣，连上厕所老
崔都得帮忙。妻子情绪不稳定，有时
候还会打人，老崔也需要时时刻刻看
着妻子，不让她伤着别人。

老崔年轻时曾外出打工补贴家
用，但妻子经常犯病，有好几次差点

丢了命。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离开妻
子一步，出门也会带着妻子，已经这
样坚持了十几年时间了。

由于妻子的“牵绊”，老崔无法外
出打工，只能靠一亩薄田和每月300
余元的低保救助金维持生计。而妻子
的病情需要吃药控制，这给家里增加
了不少负担。1997年，儿子出生，给这
个贫困的家庭增加了一分喜悦。但随
着儿子的长大，老崔发现儿子反应比
较慢，智力比常人要低。“孩子现在15
岁，因为跟不上课已经不上学了，在
家闲着。”

老崔告诉记者，家里经济拮据，
他买菜时都要在心里暗暗算价格，衣
服就更舍不得买了。“我们一家人的
衣服，都是邻居和亲戚送来的，自己
哪舍得买啊。”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陈
玮) 近日，有居民反映，窑头小区北
区从11月开始按每月7角/平米收取
物业费，比之前每月20元的卫生费高
出不少。“小区环境很差，怎么交的费
用还涨了呢？”窑头村委会负责人则
称，收取的费用将用于小区环境改
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前
段时间楼道里贴出通知，11月1日起
开始按每月每平方米0 . 7元收取物
业费，以前都是每月交20元的卫生

费，按照建筑面积，自己每月要多支
出30元左右。“小区环境不好，为什么
收费还要涨呢？我住的这个楼连灯都
没有，楼道里什么垃圾都有，半个月
才来扫一次。要是环境好，我们交钱
没有问题，但是涨价以后我们能得到
什么样的服务呢？”

窑头村委会副书记张宗文说，窑
头小区北区是一个旧村改造的小区，
最近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有村民代表
提出了目前小区存在的一些环境问
题。现在小区楼道卫生、绿化以及路

面整治问题已经纳入计划，将对小区
环境进行治理。之前收取的每月20元
卫生费不够小区的整治费用，现在收
取的每月每平米0 . 7元的物业费，是
与村民协商后的结果，并且村委会与
负责物业的相关人员签订了协议。

“现在已经开始着手清理小区环境
了，每月25日村委会将去小区检查环
境，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清除小
广告，维护小区卫生整洁。”张宗文
说，小区内还将设物业举报箱，如果
居民对环境不满意可以随时举报。

格记者手记

小区环境差，物业费却要涨价
居民对此不满，窑头村委会称将治理小区环境

涌动的暖暖爱心

给冬日送来温暖

31位逝者骨灰

安葬于花坛中

老崔家衣柜里的衣服多是邻居和亲戚送的。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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