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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老老人人昏昏迷迷，，账账户户被被锁锁难难取取钱钱
银行上医院调查后，子女取出救命钱77200元

商河20万农民

有望喝上自来水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王雪芃) 1日，记者获

悉，商河县北部乡镇近20万农民将
于明年开始告别高氟水，喝上黄河
水。为了给商河县农民灌溉和饮用
提供可靠的水源，济南市水利部门
于近日启动了邢家渡引黄灌区渠道
二期整治。

据了解，商河县属于高氟区，不
但地下水质较差，而且水资源较为
贫乏。为了解决商河农民吃水难题，
济南市和商河县水利部门于2007年
提出利用邢家渡引黄灌区渠道引黄
河水至商河，并在周围修建水库和
水厂，向商河县农村供应自来水。

2007年10月，清源湖水库动工
建设。2009年9月开始蓄水。水库周
围新建了日供水能力分别为3万吨
和1 . 5万吨的清源水厂和开源水厂。

“商河县南部35万农民告别苦咸地
下水，用上了经过处理的黄河水。”
商河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解决商河县北部乡镇近20

万农民的喝水难题，商河县于2012

年3月动工兴建丰源湖水库，并配套
建设丰源净水厂。据了解，水库将于
今年底完工，丰源净水厂也将在明
年完工。完工后，商河县北部乡镇近
20万农民喝水将不再难。

为了解决商河县用水难题，水
利部门曾于1973年修建了邢家渡引
黄灌区。由于多年运行，邢家渡引黄
灌区渠道损坏严重，已不能满足输
水的需要。近日，济南市水利部门启
动了渠道二期综合整治过程，“计划
到2014年3月底全面完工”。

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工程完成后，将大幅提高商河县
引黄输水能力，为商河县农田灌溉
和清源湖、丰源湖水库提供可靠的
水源保障。

又有69人入选

创业人才计划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刘雅菲)

近日，济南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
公布了第二批引进千层次创业人才
名单，经过前期的申报、评审和现场
考察，69名创业者入选此批计划。自
2011年启动以来，该计划已引进两
批共计119名创业人才。

济南千层次创业人才引进工
作，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引进和支
持海内外来济创业人才500人以上，
重点支持能够对济南市技术水平提
升、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有
一定影响和带动作用，特别是符合
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
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先进制造、
软件和服务外包及现代农业等高新
技术产业方向，带成果、带项目、带
资金来济创业的人才。

南辛庄社区举办

全民终身学习周

本报11月1日讯(见习记者 李
文平) 10月30日，南辛庄社区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南辛庄街
道办事处社区教育中心学校举行，
社区还请来了民间工艺导师，居民
在家门口就可以学穿珠、剪纸手艺。

南辛庄社区教育中心学校为社
区居民们免费开办了中老年人舞蹈
学习班、图书阅读和网上在线学习
班、人机互动学习班、中华传统文化
学习班，以及棋牌绘画学习班和串
珠学习班。现场还为两名“百姓学习
之星”颁发荣誉证书，并为10名南辛
庄社区居民发放泉学e站学习卡。工
作人员为社区居民们发放了泉学e站
学习资料和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

本报11月1日讯(见习记者
徐瀚云) 几个月前，济南的

王大爷因病住院昏迷不醒，急
等医疗费的家人却没有王大爷
银行账户的密码，取款时不慎
将老人的账户锁定。银行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上门为王大爷
服务，1日下午，老人的家人成
功将钱取出。

王大爷今年83岁，是一位离
休干部，8月时因脑梗塞住进医
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逐
渐恶化，至今仍处于昏迷状态。

“我父亲的医药费是按季
度报销的，医药费报销下来之

前需要我们垫付，这段时间要
筹集30万元，可是我们兄弟姊
妹几个人一共才凑了20万，所
以才想把老人账户里的7万元
钱取出来救急。”老人的长子王
先生告诉记者，“老人现在就靠
机器维持了，医生说恐怕很难
醒过来了。”

可是王大爷在昏迷之前并
没有将账户密码留给子女们，
王先生和亲戚拿着他父亲的存
折和身份证到济南工商银行甸
柳支行取钱，尝试了王大爷可
能用的任何一个密码，但是输
错10次密码之后，王大爷的账

户被锁定了。
急等用钱的王先生一行人

告诉了银行他们的困境，银行
方面表示，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老人去世，可以通过遗产
公正的方式将钱取出来。

“老人在世却不能提供信
息，子女来取钱，这样的情况非
常少见。”银行工作人员杨女士
说，“我们为行动不便但意识清
醒的老人上门调查和办公的情
况比较多，今年就有七八次。”
了解到了王大爷一家的情况
后，甸柳支行开启绿色通道，很
快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医院调

查。“从业务上说，银行也是要承
担风险的，如果老人的子女出具
的手续不全，将来老人如果醒
来，追讨他账户上的钱，银行要
负相应的责任。”杨女士说。

调查后不久，王大爷的子
女也带来了能证明他们之间亲
属关系的证明，并且共同在一
份委托书上按下了手印，委托
王大爷的长子和次子将钱取
出，而且这笔钱只得作为王大
爷的医疗费。1日下午，重置账
户的密码后，银行工作人员将
王大爷账户上的77200元钱交
到王先生手中。

一一高高校校清清理理出出11330000辆辆““僵僵尸尸车车””
一些毕业生直接丢弃，校园内废旧自行车扎堆

谈到学校内闲置废旧
自行车的管理问题，山师大
长清校区公安科的邓先生
表示，扎堆的闲车影响学校
环境整洁，占用公共用地，
同时，自行车是不是还有人
用也很难界定，清理起来存
在困难。

实习生 于真 见习记者 许亚薇

随便一处停车点，都有不少无主车
10月29日，在山东师范大学

长清校区，教学楼B区的回廊里
停放着20多辆自行车。这些自行
车都倒向一边，车上落满了厚厚
一层灰，有的车座被晒裂起皮，
有的车梁已经生锈。

在宿舍区，“闲车”扎堆的
现象更为严重。在10-11号女
生宿舍楼下自行车停车场的一
角，一堆破旧的自行车摞了两
三层。在14-15号男生宿舍楼
下，十几辆自行车杂乱无章地

“纠缠”到一起，有的车已经解
体，连车轮都找不到了。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被
遗弃的自行车保存还算完整，
只要稍微擦拭或修理一下就可
以正常使用。“我有急事的时
候，会找一辆好点的骑走，办完
事再送回原来的地方。”经济学
院大三学生小杨说，“放在这儿
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实在是很
浪费。”

记者观察发现，无论是教

学区还是宿舍楼区域，无法使
用的自行车并不多，校园内落
满灰尘的自行车中，一半以上
有六七成新。

“对于闲置的自行车，学校
每两年集中处理一次，每年寒
暑假放假前一个月下通知，提
醒学生把自行车存放在指定位
置。”山师大长清校区公安科一
位姓邓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最
近一次清理，竟一下清理了
1300多辆。

二手车不值钱，很多毕业生直接丢弃
说起大量自行车被学生遗

弃的原因，公安科的工作人员
介绍，很多学生买了自行车后
发现没有用，两三年也不骑，就
一直闲置在那里。

此外，一些学生毕业后不
处理自行车，也造成了“僵尸
车”扎堆。“一到毕业的时候，无

人认领的自行车很多，即使我
们下发通知，还是有很多学生
不来认领。”工作人员说。

“我在宿舍宣传栏看到过
通知，但是我的那辆自行车已
经烂了，根本没法骑，领回来也
不知道放在哪儿。”一名大四男
生说。

当被问到毕业时准备如
何处理车子时，这名男生表
示，“我离家近，勉强可以弄
回家。”也有学生认为，“旧
车卖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
钱不值得费事，大多数外地
同 学 带 不 走 ，只 能 留 在 学
校。”

无主车频频招贼，学校对此很头疼
大量无主自行车堆积，不

但占用场地、造成浪费，还带来
一些治安问题，处理起来也让
学校颇为头疼。

“我们平时负责把院子里的
自行车摆放整齐，楼底下这些
自行车我们没有权利处理，只
能放在这里等人来认领。”一位
宿舍管理员说。管理学校教学
区的明德物业公司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无主自行车数量很

多，非常麻烦”。
山师大长清校区公安科的

邓先生说，学校在假期集中处
理闲置自行车，将不能使用的
自行车卖给废品公司，所得费
用上交校区办公室。同时，工作
人员会将比较新的自行车留下，
开学后通知同学们到指定区域
认领，学校代为保管一两个月，
逾期则按无主自行车处理。

除此之外，大量废弃或闲

置的自行车带来了不少安全隐
患，一些校外不法分子来学校
专门偷“没人要”的自行车，“偷
自行车的现象也存在很久了，
我们即使抓到了小偷，找回的
自行车依然无人认领。”学校保
安处的段先生说。

邓先生说，希望以后学生
们能及时取回自己的自行车，并
妥善保管。“每次都要花大力气
清理，我们看了都觉得很可惜。”

无主车变身

公共车、爱心车

他山之石

在不少大学校园里都
存在废弃自行车如何处理
的 问 题 。针 对 这 一 问 题 ，
一些学校想出了“妙招”，
让 有 用 的 自 行 车“ 再 就
业”。

自 2 0 1 0年开始，厦门
大学相继在漳州校区、翔
安校区、思明校区投放了
校内免费自行车。校方将
毕业学生留下的废旧自行
车重新整修后摆放在校园
里 ，不 上 锁 ，学 生 们 可 以
随意骑行。因废旧自行车
统一刷成绿色，因此被学
生们亲切地称为“小绿”。

除此之外，上海大学
在 2 0 1 1年投放了 8 0辆“爱
心 自 行 车 ”，供 家 庭 相 对
困 难 的 学 生 使 用 ，“ 爱 心
车 ”很 快 便 被 全 部 征 用 。
这些自行车被刷成白色，
并统一编号管理。

山东师范大学某教学楼
一楼的停车场里，停放着大量
的废旧自行车。

实习生 于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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