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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爆裂无人修"

昨晚 !时 "!分#读者许先
生来电反映，他家住闵行沪光路
""" 弄 #$ 号，昨晚家中水管爆
裂，导致水漫金山，联系物业却无
人处理。

!路灯不亮几个月"

昨晚 # 时 $% 分# 读者郭
先生来电反映，春晖路张杨北路
有一半的路灯不亮，此情况已经
好几个月了。

许明 整理

! ! ! !本报讯（记者 左妍）
#月 #"日，本报 %&版刊
登《游客爬塔摔落 古猗园
古塔“断头”》一文，讲述古
猗园内的古代遗物万安
塔被不文明游客攀爬导
致损坏一事。记者日前从
古猗园了解到，在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万安塔
已于农历春节前夕修毕，
塔顶重新戴上“宝葫芦”，
刚刚定制好的石质栏杆也
已安装完毕。节日期间，修
复一新的万安塔重新与游
客见面。

据了解，园方在万安
塔的栏杆外悬挂标语，提
醒游客勿入内和攀爬，同
时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文明
游园，共同保护古猗园这座美丽
的古典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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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许明）昨天下
午 '时 #(分许，黄兴路近松花江
路的黄兴路桥处发生意外，一名
女子跳河轻生。公安、消防等部门
到场，搜救数小时仍无果。
据目击者称，这名女子当时

身着红色上衣，轻生前一直站在
桥头打电话。约 '时 )(分，女子
竟爬上桥栏杆，纵身跃下。由于女
子不谙水性，落水后在水中扑腾
了几下，便没了踪影。有路人见状
报警，公安、消防、救护等部门立
刻到场，消防队员拉起救生网，打
捞部门也派出巡逻艇在附近河道
搜索，至下午 &时许仍无收获。

据悉，由于河道水深在 *米
左右，河底淤泥较多，加之河道水
流湍急，女子生还希望不大。

女子投河轻生

患有精神疾病男子小年夜离家出走，流落街头
三天，幸被民警及时发现———

年初一全家终于吃上团圆饭了

! ! ! !本报讯 （记
者 左妍）说好大
年初一去提取生
日蛋糕，岂料竟吃
了闭门羹。昨天，
家住浦东的徐女
士致电本报讲述
这件扫兴事。

徐女士告诉
记者，) 月 )$ 日，
她到家附近的金
杨路 &*+ 号“喜来
公社”订购一只价
值 #", 元的生日
蛋糕，预约了大年
初一提取。“我再

三询问大年初一是否营业，店员
给了我明确的回复后，我才放心
付了钱。”徐女士说，大年初一恰
逢婆婆八十大寿，她下午到“喜来
公社”金杨店取蛋糕，刚走到店门
口就傻了眼，大门紧闭，店内一片
漆黑。徐女士急了，连忙查询了其
他分店的电话，被告知部分店铺
春节停业。“订货单上电话姓名都
有，停业也不通知我！”徐女士对
此很生气。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浦东地

区多家“喜来公社”门店，昌里店
的工作人员说，一部分“喜来公
社”的门店节日停业，订单会转
至就近门店，这些门店会提前告
知客户前来提取蛋糕。然而，记
者联系了附近三林店、凌兆店
等多家店铺，均被告知无法提
取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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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来沪学生苏娟娟遭遇家庭变故面临失学，
上海好心人解囊相助———

她再不用为新学期学杂费担忧

$上接第 &版%

收入只有2000出头
记者很好奇："(分钟到浦东机

场的纪录究竟是如何创下的？“黄
毛”嘿嘿笑了，他坐骑是一辆永久
-./助动车，是老板卖给他的。

他每天要跑 )++多公里，加两
次气。由于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原
本被同学称为“小白脸”的樊敏华，
皮肤晒成了古铜色。这些年，他还

摔过 *次，都是因为下雨路滑，幸
好只是扭伤。不过，他摔伤后一天
都没有休息，吃了药咬咬牙继续上
路。“黄毛”的意志力让人佩服。父
亲心疼他，让他别干了，他还是接
着干。

“听说现在快递员收入特高，
,+++元、)万元不稀奇？”记者问他。

“我没有这么多。我每个星期
做五休二，收入大概是 0)++10*((

元，最多拿到过 0&((元。”樊敏华
说。他说，收入高的快递员是有的，
不过一般都是大公司、收件多的，
而这些公司以做外地、隔日件为
主。像他所在的公司小，业务不多，
而且都是当日件，回来往往是空跑，

所以收入不高。每月还要支付天燃
气费、修车费 "((多元，剩下的才
2+++多元。

最近跳槽涨了工资
因为送快递速度快，形象“拉

风”，个性张扬，所以几名年轻的客
户给樊敏华起了个外号———“飙风
小熊猫”。

樊敏华说，一周前，他刚刚跳
槽到另一家较大的快递公司，工资

涨到了 *"++元，还缴社保，过完年
还要升做主管，这让他挺满意的。*
个月前，他和恋爱 *年的女友结婚
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龙年到了，
“黄毛”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黄
毛”心底也有个梦想，现在慢慢积
累经验，等以后跑不动了，自己开
家快递公司。

只要肯吃苦，认真干，行行都
能干出名堂。“黄毛”的故事，给人
以启迪。

!黄毛哥"快递快跑快活

新闻追踪

春节期间，家住浦东
唐镇的高三贫困学生苏
娟娟心里的大石头落了
地，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谢谢好心人的关心，
我新学期的学费有着落
了！”

18岁的苏娟娟来自
安徽，身世坎坷，不久前姐
姐苏惠珍又患上胃癌，这
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雪上
加霜。多亏好心人及时解
囊，她再也不用为上高中、
大学的学杂费担忧了。

! ! ! !“小年夜、除夕、年初一，整整 *

天，全家都没好好吃上一顿饭。”昨
天下午，从嘉定江桥家中出走三天
的老金，被女儿、女婿从四川北路派
出所接回。由于患有精神疾疾，老人
小年夜从家中出走，家人苦寻三天
两夜，茶不思、饭不香，年夜饭也顾
不上吃……终于，在大年初一清晨，
流落街头的老人被民警发现。

监控探头发现异常
昨天清晨 *时许，四川北路派

出所监控室内，值班民警正注视着
监控屏幕。此时，江西北路近武进路
处的一个探头画面上，江西北路
"0*号沿街老式居民楼外，一名上
了年纪的男子正坐在上街沿上手舞
足蹈……
“这么冷的天，他一个人在干

嘛？”四川北路派出所民警、新民网
上海滩微博网友 !邹克耀称，民警
起先判断该男子可能是酗酒过量，
不料几分钟之后，男子的举动愈加
反常，竟在已跌破冰点的环境下脱
起衣服。如此不正常，引起了值班民
警的关注，通过电台联系，巡逻民警
小李驾车赶到现场。此时，男子身上
已是一丝不挂。
见状，小李立即脱下自己的警

用风衣，为男子披上。“当时他已经

全身冻僵了，动也不能动！”为此，民
警合力将男子抱上了警车，一路送
回派出所。

轮番陪聊“套”出线索
经过一番折腾，回到派出所已

是凌晨 '时许，值班民警立即将室
内空调温度调高，并找来衣服为男
子穿上，同时将自己的夜宵点心递
给对方。男子喝了几口热茶，吃上几
块糕点后，终于缓过神来。可令大家
始料未及的是，男子略带苏北口音

的话语无伦次，“说的话我们基本听
不懂，有时候还会蹦出几句英文。”
为确定其身份，民警反复查看

事发时的监控，发现男子在将衣物
脱下后扔进了路过的一辆三轮车
内，如此一来，确定其身份信息的线
索全部消失；而在失踪人口系统中，
也查询不到近期有相符的报案……
不过，民警判断，男子不像乞讨人
员，家属很有可能正在着急寻找。
无奈之下，七八名值班民警只能

试着与男子聊天，整整一晚上，他不

睡、民警也不合眼，夜班民警下班、早
班民警顶上，陪聊近 "个小时，终于
从其言语中，“套”出了几个关键词。

自行出走寻找老宅
随后，民警通过人口信息库，输

入关键词，再根据其性别、年龄范围
等逐一搜索，生成了近万个“可选
项”。之后，几名民警又花了 2个多
小时，终于在昨天上午 22时，找到
了与这名男子相似度极高的信息，
金某的名字及 "'岁的年龄也与男
子的说法和外表相符。
派出所随后联系上了男子的女

儿，致电过去，果不其然，“电话那头
传来的是哭泣声……”原来，该男子
患有精神疾病，其全家以前就住在
江西北路附近，之后因动拆迁搬去
了江桥；小年夜当天，原本一直陪伴
生活的老伴出门采购年货，男子竟
自行离家，随后便没有音讯。
几天来，一家人顾不上吃年夜

饭，家里也没了过年的喜庆气氛，四
处寻找仍无结果，谁料这名男子竟
一路寻回了江西北路的老宅……昨
天下午，男子的女儿、女婿赶到派出
所，连声道谢：“想不到年初一阿拉
全家又可以团圆了，感谢人民警察，
好人一定有好报！”

本报记者 许明

安徽弃儿被领养
娟娟有一段辛酸的出生史。在

安徽出生才七天，她就被狠心的父
母抛弃在滁州市工商所门口，已有
'个孩子的一名看门女保安曾大妈
好心收留了她。"年后，娟娟随曾大
妈投亲来到上海周家渡的外婆家。
曾大妈每天早出晚归，收集瓶瓶罐
罐、废报纸卖钱，在生活上无微不至
地照料娟娟。尽管每月收入才几百
元，外婆社保金约 2+++元，一家人
过着艰苦的日子，但三代人却其乐
融融，相亲相爱。
到了上学年龄，曾大妈在上海

打工的女儿苏惠珍承担起妹妹娟娟
的学杂费用。尽管小苏每月打工收
入才千余元，可她们一家人始终把
娟娟当作自己的亲人，精心抚育她
长大。

家庭变故陷困境
0年前，娟娟初中毕业了，因没

上海户口不能上公办高中，为了不
耽误她的学业，一家人咬紧牙关，从
牙缝里挤出钱，让她进了每学期收
费 $+++元的民办高中。娟娟得知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一直学习努力，在
班级里成绩名列前茅。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年
底，负担她学杂费的姐姐苏惠珍不
幸患上胃癌，住院开刀耗去了她全
部积蓄，还负债累累，再也没钱供小
妹娟娟上学了。放弃学业，意味着所
有的教育投入都白费了，一家人陷

入了痛苦之中。

好心人慷慨解囊
此时，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娟

娟。小年夜那天，两位陌生人叩开了
娟娟家的门。一位名叫陈晓的好心
人用自己的爱心为娟娟一家重新燃
起希望。“我得知了苏娟娟和曾大妈
一家的故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
们过得太不容易了，我很想尽一份
力帮帮她们！”
陈晓在浦东经营了一家名为新

沪商集团的公司，他得知了娟娟的
不幸后，拿出 *万元，又买了一些年
货，和公司董事长袁立一起送至娟
娟家中。“这钱应该给姐姐治病。”
“不，应该供妹妹读书。”姐妹俩争执
不下，最后决定，一半用来支付妹妹
的学杂费、购买课外书；另一半作为
姐姐的康复之用。
娟娟告诉记者，除了下学期的

学费之外，好心人还承诺为她支付
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鼓励她好
好学习，回报社会。听到这个好消
息，一家人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我一定会努力的，不
辜负上海好心人的希望。”娟娟激动
地说。 通讯员 王伟如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