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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张
焜)16日，记者了解到，根据统
计，到今年11月，潍坊私人轿
车保有量已经超过65万辆，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15万辆。
已经进入汽车时代的潍坊，正
快步奔向私家车时代。

“没想到岁末车展也会这
么好。”16日，面对参加岁末
车展，销量再一次的大涨，潍

坊百大天狮东风标致4S店工作
人员们喜上眉梢。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在潍坊的东风标
致汽车4S店，在县市区增加了4

家，总数达到了6家，但作为旗
舰店的百大天狮店，销量不减
反增。市民购车的热情可以说
是连续多月持续保持高温，一
直到了12月份岁末车展，销售
量依然坚挺。

潍坊市交警支队的统计数
据也证明了汽车销售商的说
法。截止2012年11月，潍坊私人
轿车保有量超过了65万辆，比
2011年同期增加了近15万辆。而
往年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的
私人轿车保有量比2010年11月增
长了13万多辆，2010年11月则比
2009年11月增长了11万多辆，增
长量持续三年为近 2万辆。目

前，潍坊的私人轿车已经占全
市轿车总量的93 . 77%，约占全
市汽车保有量的46 . 6%。

记者了解到，截止2012年11

月份，潍坊汽车保有量已经占
到机动车保有量的50 . 48%。业
内人士表示，按照潍坊目前的
私人轿车增长趋势，潍坊的汽
车时代来临后，就意味着开始
快步奔向私车时代。消费者的

消费观念日趋理性，各品牌车
辆都会有自己特有的客户群
体，潍坊车市必将大好。

但是，汽车销售售后服
务、停车位以及道路合理化利
用问题也趋于严峻。市民们也
希望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
汽车销售商都应该提前做好准
备。

潍坊私家车
超65万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15万辆

“要是能有人捐点字典就好了”
在贵州敦操乡一些学校，全班孩子只有一本字典

本报12月16日 (记者 蔚晓贤 )近
日，本报连续报道了山东鸢都英合律师
事务所援黔律师裴桂峰在贵州长顺进
行法律援助，并积极联络好心人帮助当
地贫困家庭孩子的情况，在潍坊和贵州
两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6日，裴桂峰
律师告诉记者，通过最近的走访，她发
现这里不少小学的学生急需字典，因为
买不起，一些学校一个班只有一本字
典。

经过本报的连续报道以及裴桂峰
律师的努力，近日，主动联系裴律师要
求捐助贵州长顺贫困孩子的好心人越
来越多。裴桂峰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有
很多人直接打电话给她，希望通过她资
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甚至有一些好
心人直接把钱寄给裴律师要她转交。裴
律师说，这些天，她工作不忙的时候，就
搭司法局的顺风车去那些孩子家里或
是学校送钱，但很多时候都得走着去，

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路，车没法走。
在转交爱心款或者物品的时候，裴

桂峰发现，这里的孩子们最想要的其实
是一本新华字典。有一次，裴律师去敦
操乡法律援助路过敦操乡打招小学的
的时候，学校校长对裴律师说，要是能
有人捐点字典就好了。裴律师发现，这
里的孩子连本字典都买不起，有的班里
一个班只有一本字典，还是老师自己
的。随后，裴桂峰又走访了鼓扬镇简庆

小学、交麻乡交麻中心校，缺字典已经
成了很普遍的问题。

裴律师说，她已经算了笔账，一本
学生用的新华字典大约十一二元钱，一
个学校200个学生左右，这样的话只要
两千元左右，就能解决一所学校全部学
生用字典的问题。一个小学的老师告诉
裴律师，其实学生们不要求每人都能拥
有一本新字典，就是别人用过、旧的也
行。

12月11日那天下午，法援中心来
了两位大约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相
互搀扶着，像是老两口。

他们的鞋上和裤脚全是泥水，老
大爷肩上扛着一根木棍，木棍一头挑
着一大塑料袋瓜子，大约十来斤的样
子。走进门口后老大爷先冲我们笑了
笑，然后扶老太太坐下，最后才弯腰
把瓜子和木棍放到墙角。我赶紧给他
们倒了热水，老大爷接过去递给老太
太，她连喝了三杯，才有气无力地说
话，好像是说要找律师写诉状离婚。
我有点搞不懂，看上去老头对他挺好
的嘛，但她讲方言我又听不很明白。
只见她说话时斜低着头，谁也不看，
一边说一边哭，说一阵就停下喘几口
气休息一下。我就又给她倒水，给她
递第四杯水时她还是不看我，仍旧是
老大爷接过去的。老大爷用半方言半
普通话解释说，因为白内障，老太太
眼睛已经失明两年了。

等她费力地讲述完，同事开始
“翻译”给我听：老人叫王文秀，原
先的家在该县的白云山镇改尧村，与
丈夫生有七男三女，孩子多，丈夫又
不正经过日子，还总是爱喝酒，喝了
酒就打她，二十年前把她打出家门，
她四处流浪讨饭。十年后她回到家，
丈夫还是不改原先的脾气。因不让丈
夫整天喝酒，她又被打出家门。她讨
饭流浪到思京村，被现在这个老伴收
留，一呆就是十年。现在，两个人都
七十多岁了，干不动活，老太太全身
是病，近两年眼睛也因为白内障失明
了。因为原先的家在改尧村，所以户
口没在现在的住处，自然没法在这边
入农村合作医疗。而因为人不在家，
原先的村里也没给她入新农合。看病
都是全部自己拿钱，而且唯一能得的
几十元老龄补助，也被家里的儿子拿
户口本领去花了。现在两人的基本温
饱都没有着落，老太太还要整天吃
药。为了给她看病，现在的这个老伴
已经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几百斤粮食
全卖了。实在是没办法了，老太太被

送回了她原先的家，但儿子们以自己
也很穷为由，把母亲拒之门外。

老大爷看到王文秀老人一个人坐

在家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哭得可怜，就

又回过头把她领回了自己的家！现在

两个人只能靠在房子周围种点东西，

加上邻居们的接济度日。终于，有明

白人给他们指了一条道，就是和原先

的老伴离婚，和现在的老伴结婚，然

后把户口迁到现在的思京村，这样就

能入农村合作医疗，还可以领到每月

几十元的老龄补助，等攒够了钱就能

去治病、动白内障手术了！

我听完同事的介绍，不知道该说

什么好，嗓子眼如同塞了东西一样难

受，我拿出二百元钱给老太太，让她

做回去的路费，老太太坚决不要，也

不准老伴拿。她说已经很麻烦我们

了，怎么能要钱？最后我故意说如果

不收，我们就不帮她写诉状，她才不

说话了。我赶紧把钱塞到老大爷手

里。临走时老太太叮嘱老伴，要他帮

忙记住我的样子，等她离完婚将来把

眼睛治好了一定要来看看我！我心里

苦笑了一下，想了想跟她说：“老人

家我们合张影吧，等你眼睛好了，我

可能已经回山东了。”

他们拿到诉状准备走的时候，老

大爷像是想起什么，赶紧转身提起那

一大袋瓜子放到桌上，说是老两口两

天前用土灶炒好了，怕路上下雨潮

了，特意用塑料袋系紧一路挑来的，

一点心意，一定要收下。我们坚决不

收，老大爷说他们家离县城几十公

里，为了省下坐车的钱，从山里深一

脚浅一脚地走了两天走到了我们这

里，总不能让他再挑回去。

我送他们到大门口，目送他们蹒

跚远去，心里有不尽的感慨，离婚，

竟成了一位七旬老人摆脱病痛、重见

光明唯一的希望！而光明是否一定在

不远的前方？

援黔律师 裴桂峰

重重见见光光明明的的希希望望

裴裴桂桂峰峰（（右右））与与两两位位贵贵州州老老人人的的合合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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