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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救助站组织入冬以来的第三次夜巡

送送棉棉衣衣食食物物为为流流浪浪人人““暖暖冬冬””
现场调解事故纠纷

民警手指被打骨折

本报1月14日讯 (通讯员
张晓晓 陈德泽 记者 孙秀
峰 ) 有句话叫“冲动是魔鬼”。
近日，阳信县公安局处理了一
起因“小追尾”交通事故引发的
打架治安管理事件，当事人有
的被罚款，有的被拘留。

9日9点30分，在阳信县银
座广场路口红绿灯路口，视频
监控中记录了这样一幕：一辆
白色的尼桑轿车与前方黑色的
本田轿车发生追尾，前方与后
方俩司机没有冷静下来处理，
反而争吵，继而相互殴打起来。
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及时赶到现场，民警
对事情做出了解，同时联系交
警大队事故科对辆车追尾事故
做勘查。鉴于当事人双方未受
伤，本着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
原则，在现场给他们给予调解，
当事人双方同意并现场签了调
解书。

但就在此时，后方司机的家
人一行四人气势汹汹来到现场，
对着前方司机就开始追逐殴打。
出警民警及时上前制止，实施殴
打的四个男子不听劝阻，在民警
依法口头传唤他们到派出所接
受询问时，反而采用推搡、撕扯
等方式阻拦民警依法执行公务，
在阻拦过程中，一男子致民警的
右手环指中节指骨粉碎性骨折。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对殴打他人的前方司机给予行
政罚款的处罚；对殴打他人、阻
碍执行职务的后方司机及家人
分别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

被骗一万多，沦为流浪汉
本报1月14日讯(通讯员 刘飞

鹏 记者 刘哲) 14日，市救助站
组织了入冬以来的第三次夜巡，在
走访流浪人员习惯居住地点的过程
中，对发现的3名流浪人员进行了救
助，并向流浪人员聚居点附近的商
铺和居民发放了救助卡。

14日晚8点钟，夜巡团带上为流
浪人员准备的棉衣、棉被和食物出
发了。夜巡的第一站是清怡市场，救
助站站长郑爱民说，清怡市场人多，
流浪乞讨人员也多，到了晚上，流浪
者一般会在附近找一个地方栖身，
在这之前，救助站曾经接到市民的
电话，说清怡市场这里有几个流浪
者。但在清怡市场的巡查中，并没有
发现流浪者的身影。郑爱民用手电
筒照亮建筑的一个角落：“有个流浪
者经常住在那里，是个40来岁的男
人。”

渤海国际广场是另一流浪人员
喜欢去的地方，比起清怡市场，这里
有更多可以栖身的角落。郑爱民说，
这里的乞讨人员很多，大多数都不
愿意接受进站救助，只能定期地送
些食品和棉服，进行街边救助。刚穿
过马路，夜巡团就有人发现一名跪
在路边的乞讨人员，郑爱民很快就
认出来，这是见过很多次的劳万福，
今年69岁，阳信人，被救助过很多
次，但一直不肯接受进站救助，也不
肯回老家。“他还有两个伙伴，但今
天好像没在这里。”最终，工作人员
给劳万福提供了棉衣和食物。

参加夜巡市民政局副局长吕德
祥表示，冬季是流浪人员比较难过
的季节，虽然高密度的巡查可以给
他们及时的救助，但很多不接受进
站救助的流浪人员却成了极大的隐
患。

光靠救助站的力量，很难掌握
全城流浪人员的动态，因此，对流浪
人员的救助，需要发动市民的力量。
救助热线:0543-3325627。

在渤海五路南首，有几处被废弃的房屋，
这里曾是一个村子，后来村子搬迁，就留下了
这几处旧房子。刘国华就住在这几间房子里，
刘国华并不是乞讨人，他是从河南来打工的，
但今年夏天，他被工友骗走了1万多，身无分
文的他，就从原来居住的出租屋搬了出来。

走进屋子里，左手边是一张用海绵搭起
来的简易的床，床上的被褥和枕头都很脏乱，
刘国华说，这些被褥有些是在家带出来的，有
些是搬到这里来之后买的。刘国华是20多天之
前搬到这里来住的，他说，他并不是一个人住
在这里，他有两个伴，是一对博兴父子，父亲
叫李景华，儿子叫李金龙，这父子俩是真正的
流浪汉，房子里右手边那堆杂乱的被褥就是
李景华父子睡觉的地方。刘国华和李景华在
打工时认识，李景华把原先住在自助银行里
的他带到这里，和他分享这个住处，但最近，
李金龙叫上父亲去了东营。“他们还会回来，
李景华的一张存款单还存在我这里呢。”

床的旁边一张简易的小桌子上，还放着
刘国华吃剩的晚饭——— 炒洋葱。刘国华说，他

经常到附近的六街市场买菜，旁边一个屋子
是他们的“厨房”，买回菜来就在那里做饭。刘
国华平时工作的地方也在六街，“做些零工，
有时候扛水泥，有时候帮人家卸面粉。”刘国
华说，能干上几天的那种工作他很喜欢。

接近年关，刘国华手头却没攒下多少钱，
他拿出一包还剩几根的烟，抽出一根边点边
说：“我平时爱抽烟，虽然不是什么好烟，对我
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钱。”想起被骗的1万多
块钱，刘国华总是忍不住埋怨自己：“出来打
工还让人给骗了，出来一年都没赚到钱，回家
也让人笑话。”

刘国华说，他家里有父母，还有一个16岁
的女儿，而媳妇在2011年的时候和他离婚了。
虽然没赚到钱，但刘国华还是很盼望能早点
回家，“只是我现在已经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
起了。”市救助站站长郑爱民往刘国华手中递
了一张救助卡：“回家的时候要是没钱没车
票，可以联系我们，救助站给你买票送你回
家。”

本报记者 刘哲

刘国华收下了救助站送来的棉被和棉衣。 本报记者 刘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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