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王泽云)

两次被送回家后，王文清又出来流
浪了！尤其最近低温特别低，王文清让
救助站很是挠头。

今年10月11日本报以《老伙计，可
别再出来流浪了》为题，报道了阳信县
50多岁的王文清在滨城区流浪一事，
之后滨州市救助管理站便把他送回了
家，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滨城区黄河
八路渤海七路附近的“根据地”；几天
之后滨城区民政局救助站再次把他送
回家，“倔强”的王文清又回来了。

25日下午，天气特别冷，记者在黄
河八路渤海七路十字路口遇见了王文
清，王文清正在整理晒好的被褥，准备
把被褥拿到路口东北角中国工商银行

营业点附近的一处过道里过夜。记者发
现他的“家当”只有几床被褥，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暖壶、一个水杯、一双棉鞋以
及捡来的一些东西。身上穿的棉大衣和
棉鞋则是前几天市救助站送给他的。

“天这么冷，您晚上在这里睡觉，
能睡着吗？”记者问他，“能睡着，能睡
着。”王文清忙说。问他为什么再次回
到这里，他告诉记者“家里发洪水受
灾了，没有了亲人，只能流浪”，并说
自己“今年才31岁”。但据记者了解，
王文清今年 50多岁，父母已经不在
了，村里有个表哥，且他是非农业户
口，在村里也没有地种，至于“发洪水
受灾”，更是子虚乌有。

“市救助站把他送回来后，我们把

他安排到了我们洋湖乡的敬老院，但
是他住了几天就自己走了。”阳信县洋
湖乡八里泊村的赵组长无奈地说。

“快点把他送家去吧，前几天下
雪时他双脚就泡在雨雪里，都湿透
了，冻得他直跺脚，我给他双棉袜子，
看着真可怜啊。”在王文清所住的过
道里卖袜子的老板对记者说。家住清
怡菜市场附近的王先生说，他(王文
清)已经在这里好几年了，至少有两
年，周围的热心市民都给他送吃的、
穿的，这都让他习惯乞讨了。

路过的王女士则说：“我每次经过
这里都会看看他在不在，前几天刚把
我老头儿的一双棉鞋给他，有时候也
会给他点钱，不然他咋吃饭啊？”

“流浪专业户”愁坏救助站
有的被救助后又跑出来，有的拒绝救助，救助站最怕他们被冻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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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他们冻坏

记者从滨州市救助管理站
了解到，在滨城区黄河五路渤
海七路附近，还有一位拒绝救
助的 50岁的男子，他是因为多
次入狱而无家可归。黄河二路
渤海十一路滨州市委党校附
近，也有一位流浪男子拒绝救
助，据称他是位退休教师，“精
神有些问题”，路过的很多学生
都认识他，市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给他吃的、喝的、穿的他都接
着，但是问他家是哪里的，他就
是不说，“急了还打人”。

按照救助站救助条例规
定，救助时需要征得被救助者
的同意后才能对他们进行救
助，“其实王文清已经不符合
救助条件了，半年之内救助过
一次的可以不再救助，但是出
于人道，这天儿越来越冷了，
看着他们整天在大街上受冻，
我们也不能不管，现在王文清
直接拒绝我们把他送回家。”
滨州市民政局救助管理站郑
爱民站长无奈地告诉记者。现
在每隔一段时间，市救助站就
会给他们送些被褥、衣服、棉
鞋等物资。

(记者 王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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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葫怕冻，每斤降了近一元
露天菜摊正在接受低温“考验”

本报 1 2月 2 5日讯 (记者 于荣
花) 同期价格上涨一半、稍有疏忽
就会冻伤、不到一周突降近一元、市
场供大于求 . . . . . . .近日，滨州蔬菜市
场中，西葫芦的批发销售遭遇困境，
有批发商损失上千元。

连日降温让六街批发市场的许
多生意人备受煎熬，不仅是温度降
低带来的价格浮动，许多极易冻伤
的蔬菜也使批发商经受着一场天气
的“考验”。

25日下午，杜元波正在自己的
摊位前忙着装卸货，说起近几天的
生意，杜元波直说“不好做”。“前几
天因为价格浮动，原本在蔬菜产地
的收购价是2块每斤，但到滨州市场
价格却有减无增，六七千斤的西葫
芦以低于收购价两毛出手，最后赔

了一千多块。”分析价格浮动的原
因，杜元波说，主要是由于目前市场
供大于求，加上低温天气影响。

西葫芦批发商王龙告诉记者，
去年同期西葫芦的价格在1元左右，
比目前的价格低了一半。在价格波
动的前提下，还是有很多西葫芦源
源流入滨州市场。

另一个问题是，连续几天的低
温天气，西葫芦如果摆放出来就极
易冻伤。西葫芦批发商王女士告诉
记者，近几天的低温天气，每筐西葫
芦上面会覆盖两到三层厚厚的棉被
来保证西葫芦的新鲜。“但如果长期
这样盖着，客户也会越来越少，大家
都看不到你的菜，谁知道你家卖啥
啊？”说起此事，西葫芦批发商时先
生感叹。 杜师傅给西葫盖上棉被免得冻坏。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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