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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事 C

孔繁森殉职 18 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本报聊城 11 月 29 日
讯(记者 任洪忠) 29 日，
聊城经济开发区隋庄的张
先生反映，燕山路北段修
路挖出大坑都近半年了，
一直没有人管，警示标志
也没有，不少不熟悉的路
人晚上“栽进”坑里。

29 日上午，记者来到
聊城经济开发区燕山路北
段，有大坑的路段较窄。在
有大坑路段，道路西侧有
两个大土坑，其中一个有 8
米左右宽，100 米左右长，
深半米左右，道路仅剩下 4
米左右可以通行；另一个
土坑有 6 米左右宽，40 米
左右长，深半米左右，道路
仅剩 6 米左右可以通行。
土坑两侧没有具体的警示
标志，在坑边、坑内都有明
显的机动车车痕，还有护
膝和损坏的头盔。

“前几天两辆轿车直
接开进坑里，一辆就像飞车
一样，飞进去时伴随蹦的一
声巨响落在里面。”张先生
说，不熟悉这个道路情况的
车很容易开进坑里，周围也
没有警示标志，大坑占了道

路，通行也不方便。“前天晚
上有辆摩托车开进坑里，头
盔都摔烂了，头摔破了直接
去医院了，护膝也落在了坑
里。晚上一般不注意，等到
跟前看见时候也已经来不
及，很危险。”

张先生说，如果遇到不
好的天气，像大雾大雨天，
这个大坑就更加危险了，尤
其是下大雨的时候，大坑直
接变成了水坑，积水有半米
多深，与路面相平，稍不留
神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今
年夏天，有两个韩国人开着
车，直接就掉下去了，在帮
助下才把车拉上来。”

“这个道路从今年六七
月份就挖开了，但是到现在
也没有填平，都接近半年
了，很多人栽进了坑里。”张
先生说，大坑不处理不仅影
响市民的出行，还带来了不
少安全隐患，希望施工单位
先在周围安上警示标志，然
后抓紧施工。

聊城经济开发区公共
事业局工作人员表示，他
不清楚，会给相关负责人
反映这个问题。

路面被挖开近半年没人管
没有警示标志，不少车辆被“坑”

道路旁边被挖开的坑。 本报记者 任洪忠 摄

本报聊城 11 月 29 日
讯(记者 张召旭) 29 日，
家住高唐县金城路创业小
区的王先生反映说，近半
年时间里高唐县自来水水
压不稳定，他们家住在 5
楼，水压低的时候得跑到
楼下邻居家提水喝。

王先生说，他们家住 5
楼，最近半年时间里，小区
水压很不稳定，“有时候我
们家水流很小，有时候根
本上不来水，只能到楼下
邻居家提水喝。”王先生
说，水压很小的时候 4 楼
也没有水，家里还有老人，
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只能
是老人拿着水桶去楼下提
水，很麻烦。

“按理说，正常情况下，
自来水供到 6 楼一点问题
没有，可我们这里连 5 楼都
很困难。”王先生说，不光是
他们小区，蓝山小区、风帆
小区水压也不正常，他们也

找过水务集团，可到现在问
题也没能顺利解决。

29 日下午，高唐县水
务集团工作人员介绍，前
段时间水压不稳主要是因
为县里停电，水务集团的
发电机只能供一个水泵，
而集团有 3 个水泵，所以
才会造成限压供水。最近
的一次水压不稳是因为实
验小学附近主管道漏水，
维修供水管道造成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高唐管网老化严重，
经常出现漏水现象，一漏水
就得维修，才会导致水压经
常性不稳定。”该工作人员
说，他们已经上报发改委，对
城区老化严重的管道进行改
造，目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明年上半年即可
改造完工。此外，水务集团还
在县城北侧筹建了一个水
库，这两项工程完工以后就
可以解决水压不稳问题。

自来水水压忽高忽低

住五楼有时也得下楼提水喝

本报聊城 11 月 29 日讯(记者
凌文秀) 11 月 29 日是领导干部的
楷模、民族团结的典范孔繁森同志
殉职十八周年纪念日。当日上午，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举行了纪念仪
式，孔繁森的家人和生前好友进行
了悼念，孔繁森生前好友刘明和柴
腾虎向孔繁森雕像敬献了哈达和花
篮。

孔繁森(1944-1994)是聊城市东
昌府区堂邑镇五里墩村人。两次进
藏，历时 10 载。1994 年 11 月 29 日，
在到新疆考察边贸途中，不幸发生
车祸以身殉职。他视少数民族同胞
为亲人，一腔热血洒高原，为新时期
共产党员树立了楷模。原遵义市人
大主任刘明夫妇，原山西省环保局
主任柴滕虎等一行九人在孔繁森殉
职十八周年之际到孔繁森同志纪念
馆祭奠，并向孔繁森铜像敬献哈达，
敬献哈达的还有孔繁森同志的生前
好友。

“很多东西会随着时间淡忘，但
也有些东西历久弥坚。”从山西赶来
的柴腾虎这样形容孔繁森留给自己
的印象，每年 11 月 29 日，柴腾虎都
会 来 聊 城 缅 怀 孔 繁 森 ，从 未 间
断……

当年，在孔繁森葬礼上，一副挽
联“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
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
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至今让
人难忘。柴腾虎就是该挽联的作者。

柴腾虎今年 58 岁，是原山西省
环保局主任。他 1992 年支援西藏，
先后担任阿里地区改则县副县长、
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委秘书长。在
阿里地委工作期间，他与孔繁森朝
夕相处两年。刘明是原遵义市人大
主任，也曾与孔繁森一起援藏。

说起孔繁森，让柴腾虎最难忘的
就是他的穷。柴腾虎回忆说，当年收
拾孔繁森遗物时，他没有发现一件值
钱的东西。看到仅有的 8 元 6 角钱，当
时他的心都碎了。“全家顶梁柱就这
样走了，给孩子们留下了什么？”

他曾随同孔繁森等人去北京为
阿里争取救灾款，在北京时等不到出
租车就坐公交车，中午饿了就在路边

找了家店喝一碗兰州拉面。“哪里的
地委书记进京会不带个司机、不带辆
车呢？可孔繁森就没带。我跟他开玩
笑说，‘您肯定是全国最穷的地委书
记。’看到那些遗物时，我发现他真是
最穷的地委书记。”在得知孔繁森去
世当夜，感动不已的他写下了上面的
挽联。

柴腾虎说，孔繁森书记很节俭，

在阿里穿的是 9 元钱一条的裤子。
“我们有时候一起吃饭，一点都

不能浪费，饭桌上一个原则就是谁点
的菜谁必须吃完。”刘明说，有时候
孔繁森还会叫上大家去他家包饺子
吃，“当时我们有句口号，‘孔府家酒
出 口 量 第 一 ，山 东 饺 子 进 口 量第
一。’反正跟他吃饭，浪费一点他就看
不过去。”

◎生前老友追忆孔繁森

坐公交车的地委书记

柴腾虎回忆说，孔繁森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一位地委书记，谁也没想到他会因
为 抚 养 自 己 收 养 的 孤 儿 去 卖 血 。
1994 年 8 月的一天，孔繁森以看病
号的名义去医院卖血，并化名“三
木”。

即便自己如此清贫，孔繁森也

不忘接济当地群众。1 9 9 3 年冬天，
孔 繁 森 去 格 尔 县 小 学 考 察 ，看
到 农 牧 民 子 女 鞋 子 破 旧 时 ，当
即 掏 出 1 0 0 0 多 元 钱 ，为 那 些 孩
子 每 人 买 了 一 双 崭 新 的 运 动
鞋 。随 同 干 部 说 ，想 不 到 如 此 穷
的 书 记，在群众身上花钱却如此

“大手”。

柴腾虎说，在乡下，只要遇上
困难的人家，孔繁森总习惯掏掏口
袋，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可孔繁森个人生活却非常节
俭，刘明说，有一次，孔繁森上街给
两个女儿买衣服，“一条裤子要 2 0

多块钱，他不停地讲价，让人家便
宜点、再便宜点。”

买条裤子讲价大半天

1994 年，阿里地区遭到罕见的
特大暴风雪。孔繁森组织抢险救灾
时，每天都工作到深夜。2 月 26 日凌
晨 2 点多，他躺下后感到心跳加快、
胸闷气短，便挣扎着爬起来，给同行
的小梁写了一封短短的遗书交待后
事：“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

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
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
我在哪儿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
里……”29 日，小梁也到孔繁森同志
纪念馆祭奠孔繁森。“孔繁森支持小
梁考了警校，现在已经是一名警官。”

1989 年 11 月，孔繁森与几位同

事一起下乡检查工作，途中因所乘
汽车被拖拉机撞翻而受了重伤，一
个小时之内就吐血 7 次，连续昏迷了
13 天。他身体刚刚恢复就开始了工
作，拉萨市长不得不将他“强行”送
往内地治疗。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写在笔记本上的“遗嘱”

29 日，很多市民到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瞻仰他的事迹。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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