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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流浪者被重复救助多次

“刚送回去，又跑出来了”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榕) “送

她回家已经不下5次了！”6日，德州市救
助站在深夜巡查救助中，将河北衡水景
县大洋村两名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再次
送回家中，“送回去又跑出来，我们也很
无奈。”工作人员说。

“刚把他送回去没多久，又回来了！”
6日晚8点15分，运河公园西北方向的一
处垃圾堆旁，几床杂乱的被子便是姜明
远的住区。听说救助站要将自己送回家，
姜明远哆嗦着坐上救助车。市救助站业
务科科长王涛告诉记者，姜明远是河北
衡水景县大洋村村民，家里只有一个堂
哥，每月享有100元的五保补助。“他很愿
意接受救助站的温暖救助，但他没房子，
即使把他送回家他也会偷偷溜走，继续
露宿街头。”

和姜明远情况类似，市救助站已经
多次送流浪者徐秀芹回家了。“已经记不
清跑出去多少次了，就是不愿意待在
家。”谈起徐秀芹屡次出走，儿子陈建友
很无奈。徐秀芹的老伴陈宝香坦言，20年
前徐秀芹因惊吓导致精神失常，家里虽
有三儿一女、生活不愁吃喝，但一旦家里
没人，她就往外跑，两米多高的大门也能
爬出去溜走。

“经常遇到像姜明远和徐秀芹一样
的老面孔，就要‘重复救助’，有的流浪者
刚送出去没两天又回来了。”市救助站副
站长苏峰称，救助站实施救助的对象为
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
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
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按
照救助管理办法，像姜明远和徐秀芹这
样的情况，我们只能一次一次将他们送
回到亲人身边。”

“屡次送并不是最好的救助办法。”
苏峰坦言，在市救助站救助的人群中，大
部分是被家庭抛弃，只有少部分人群
是意外走失的。“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
题，一方面希望当地政府能妥善安置
他们；另一方面，仍需要家庭给予更多
的关爱。”

据了解，当晚德州市救助站出动了2
辆救助专用车，每辆车上均配备了食品
和矿泉水。救助队一行巡查了火车站、公
园、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
和露宿区域，共救助了3名流浪人员。

9月13日下午1点40分，我刚刚
坐在办公室里，一个电话突然打
来让我六神无主，电话里面说，我
儿子在操场活动时突然晕倒，现
已被送往医院，经检查系胃穿孔，
电话里还说要我立即往一个指定
账户汇入20000元作为住院押金。
因为担心儿子，听到这连想也没
想，就匆忙来到就近的农行乐陵
市枣城支行营业大厅准备汇钱。

由于心里一直担心，特别慌
张，农行营业大厅的工作人员路
炎杰就问我到底因为什么事情汇
款，如此焦急，我就把大概事情告
诉了路炎杰。他听完之后，让我先
不要着急，还是把事情弄清楚好，
于是路炎杰查询了那个账号，发
现并不是德州的账号而是福建省
的一个账号，路炎杰更怀疑了，让
我不要汇款，先与我儿子联系。

路炎杰的一番提醒让我意识
到自己过于紧张，忘记给儿子打
电话了。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
电话，谢天谢地，儿子安然无恙，
并没遇到意外。

冷静下来后我不禁出了一身
冷汗，差点被骗走2万元。这可不
是个小数目，多亏了农行员工的
细心提醒！想想农行的工作人员
真是负责任，看我那么着急，多问
了我一句，如果人家不问我，我把
钱汇走，跟农行也没有关系，但是
农行的人并没有这样做，真是服
务到家，让人感动。

投票人 石先生

服务到家

让人感动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榕) 7
日，记者从全市救助网络建设工作现
场会上获悉，为使流浪乞讨人员和流
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保
护，市救助站将在车站、繁华地段、主
要街道开展救助引导牌设置工作，各
县(市、区)也将在12月17日前完成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网点标志牌设置工
作。

“要动员居民提供线索，让所有人
都参与到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
成年人的行动中来。”德州市民政局副
局长安战民称，德城区在区属6个镇街
和98个社区层层签订了救助管理工作
包保责任制，每个社区(居)都确定了1
名救助联络员。市救助站也将在车站、

繁华地段、主要街道开展救助引导牌
设置工作，各县(市、区)将在12月17日
前完成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网点标志牌
设置工作。通过在重点区域设立引导
牌，在基层救助点悬挂标志牌，建立完
善多层次、全覆盖、条块结合、上下联
动的网格化救助管理体系。

此外，各县(市、区)、市救助站将
加强对繁华街区、桥梁涵洞、火(汽)车
站、风景游览区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
活动和露宿区域的巡查，民政、公安、
城管、卫生部门将展开联动，确保流浪
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有
效的救助保护。年底前，各县市区将完
成全国联网，全面启用全国救助管理
信息系统。

天气渐寒，我们的
生活也在悄然间有了变
化。当我们裹着厚厚的
棉衣在寒风中快步前行
时，当我们在温暖的家
中安然入睡时，在路边、
小区、城乡结合部，还有
这样一群人在坚守，为
生计奔波，也为城市服
务。从今天起，本报推出

“寒冬生计”专题报道，
关注他们的生活点滴，
也让我们的城市多一分
理解和宽容。

救助管理体系年底全覆盖

徐秀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本报记者 李榕 摄

小夫妻“爱”守夜摊
本报记者 牟张涛

11月27日18时许，
青年路和东地大街交
叉口北侧20米处，家住
领秀天衢小区的赵淑
丽像往常一样推着餐
车来到此处。支围挡、
摘菜、洗菜，忙碌中等
待下班的丈夫和她相
守“爱摊”。

11月28日3时许，
喝了近9个小时的寒
风，夫妻俩揉揉酸痛
的后背撤摊回家。道
旁昏黄的路灯、携手
推扶的餐车、嘴中呼
出的寒气形成一道绝
美的油画。

1986年出生的刘
涛在德州市口腔医院
后勤工作，繁琐的工
作让他颇感疲惫，但
每天下班后他仍会和
妻子会合，用他的话
说就是让妻子累着他
心疼。为了贴补家用，
夫妻俩开起了晚间地
摊，在此之前刘涛并
不精于厨艺，经过一
段时间的勤学苦练，
终于烧得一手好菜，
每次见到妻子后总会

抢过铲勺，让妻子做
些辅助性的工作，或
者推着妻子到棚子里
坐下，尽量减轻妻子
的劳累。

从开始到结束，
深夜的低温让夫妻俩
的手冻得通红，即便
在 炒 菜 时 有 热 气 缭
绕，洗菜时冰冷的水
让手的温度瞬间达到
冰点。

刘 涛 夫 妇 都 是
“85后”，年纪不大的
他们有了4岁的儿子，
成家立业的他们像很
多“85后”一样撑起家
庭生活的重担。“房贷
每月2000元，孩子入
托费每月500元，再加
上各种支出，压力很
大。”刘涛说。当提到
孩子的时候，妻子赵
淑丽转了下头，并轻
叹一声，“晚上要出
摊，不能陪孩子，让她
奶奶带着，感觉很愧
疚。”赵淑丽说，见到
孩子总是亲不够，最
难受的就是下午出摊
时和孩子分别。

▲“ 8 5后”刘涛夫
妇，下班后在路边经营
一个炒菜摊到深夜，补
贴家用。

蒸汽缭绕里的刘涛。

格头条相关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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