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酒驾车又逮了一个

两月后再逮住就大了

交警提醒：5月1日起没

现在这么简单了，醉驾者将

被定罪判刑

城事·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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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吨大货车市场内突然溜车
司机撒腿就追，不幸被挤到墙上动弹不得

本报 3月 2日讯 (记者

鞠平 通讯员 王瑞国 张

圣伟) 司机停下车走进仓库

准备卸货，不料满载 5 0吨大

米的货车竟然溜车，总重 6 5

吨的大货车在摇摇晃晃自己
跑了起来。司机见状，立马从

车尾往车头追赶，可惜没能

进入驾驶室，反被大货车挤
在墙上…… 3月 2日上午，在

烟台蓬莱万寿市场内发生了

惊险的一幕。

2日上午 8点左右，一辆

拉着大米的货车停在蓬莱万

寿市场，司机停下车后进入仓

库找人卸货，仓库外突然传来

惊呼声，司机连忙跑出去查

看，只见停在仓库门口的大货

车已经不在原地，正摇摇晃晃
地向另一个仓库冲去。

司机见状急坏了，立刻追

了上去，想跳上驾驶室将车子

停下。由于驾驶室一侧紧靠仓

库的墙边，司机便在货车与墙
壁之间的缝隙往前追。第一次

他的手碰上了驾驶室的门，但

是没有顺利拉开，当他第二次

努力时，大货车撞上一个水泥

台子，“轰隆”一声停下了，但

把司机挤在了货车与墙壁之

间。

上午8时20分，蓬莱消防

大队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车

身与墙壁之间只有一条不足
50厘米的缝隙，司机就被挤在

夹缝处，本人已经昏迷，生命

气息微弱。

虽然大货车可以发动，但

是为了避免车辆开动后对司

机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官兵们

决定先将车上的50吨大米一

袋一袋卸下来，然后用破拆器

材进行救援。由于这种办法会
耗费很多时间，消防员在和交

警大队进行协商后，由交警大

队调派来一辆吊车，对大货车

进行整体横移。20分钟后，吊

车到达现场，随后对大货车进

行起吊，消防官兵从车底部进

入，用担架将司机抬出，并送

往医院急救。整个救援行动持

续了1个多小时。

据了解，目前这位司机正

在医院接受抢救。

本报3月2日讯(见习记

者 张娜 熊戈措 实习生

黄浦) 烟台市汽车总站

对面的街道上最近出现了一
位特别的卖艺男子。记者见
到他时，他戴着一副大墨镜
挡住面目全非的脸，正努力

地用扭曲变形的双手夹着粉

笔在黑色条幅上写书法。

“我叫崔显仁，黑龙江绥

化人。没出车祸以前，从事电

机维修工作，年轻的时候喜

欢吹拉弹唱、练练书法。后驾
驶农用三轮车出了车祸，没

能从车祸引起的大火中跑出

来，所以烧成了现在这个样
子……”崔显仁告诉记者，他

已经在外面漂泊好多年了，

家里有老婆和一个儿子。儿

子现在在长春上大学，所以
他出来靠卖艺赚点钱。

崔显仁的出现引来了不

少路人的围观和猜疑。“这种

人太多了，有的是真有困难，

有的只是为了要钱博取同

情。”市民初女士说，看此人

衣着整洁，仍要出来要钱似

乎不太可信。不过看到崔显

仁整整齐齐的美术书法，也
有不少路人纷纷称赞他写得

好。

对市民的猜疑，崔显仁

说，自己衣着整洁不仅是对

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的

尊重，别人怎么看，他都能理

解。这么多年在外漂泊，有同

情他的，也有不同情他的，同

情他的很多，歧视他的也很

多。但他绝不伸手乞讨，他是

在卖艺。“只要有人夸我字写
得好，我就高兴，这就证明我

的努力没有白费。”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曲涛 贤才) 1日，市民

刘某因无证醉酒驾驶被处以行政

拘留15天的处罚。交警部门提醒部

分爱喝酒的驾驶员，如在5月1日以

后继续实施醉酒驾驶违法行为，面

临的处罚将不再是行政拘留，而会

被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判刑。

1日下午14时30分，市交警二

大队民警在幸福西街查获一辆轿

车，驾驶员姓刘，车是他本人的，但

他却根本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经检
测，刘某属于无证醉酒驾驶。最终，

刘某被交警部门处以行政拘留15

天，罚款2550元的处罚。

交警二大队副大队长郭江对记
者说，爱喝酒的驾驶员今后要注意
了，今年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将醉酒
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入

罪，有以上行为的将处拘役，并处罚

金。刑法修正案(八)将在5月1日起正

式施行，所以广大驾驶员一定要管好
自己的口和手，切实做到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

本报3月2日讯(见习记者 张

娜 熊戈措 实习生 黄浦)

“今天有位女士边打电话边走路，

一脚踏进了坑里，把脚崴了。这些
坑不管是怎么来的，干什么用的，

总应该垫上吧……”三轮车司机王

师傅通过热线告诉记者。

三站批发市场附近的西大街

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碗口大的

坑，经常发生本文开头的一幕。据
记者了解，西大街上的那些小坑去

年12月份就有了，由于过往的人比

较多，就连经常走这条路的人稍不

留神，也会被崴上一下。尤其到了

晚上，即便有路灯，对老年人和小
孩带来的威胁也可想而知。

2日下午3点，记者走访了烟台

市市政养护管理处，设施管理科的

潘科长了解情况后表达了歉意。他

告诉记者，这些小坑是人和公司在

探测地下管线后留下的，马上就派

人垫上，不能再让老百姓崴脚了。2

日下午3点30分，记者返回西大街，

发现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垫坑了。

2日，记者在聋儿听力语

言康复中心获悉，患有先天

性耳聋的小珩今年不满4岁，

他家境特殊，父母都是残疾
人，爷爷奶奶也都有病。59岁

的奶奶汪淑英说：“只要能让

孩子恢复听力，我愿意用生

命交换”。

在小珩7个月的时候，汪

淑英带着异常的孙子去医院

检查，最后确诊小珩患有先天

性耳聋。“当时我哭得都走不

动路了。”

汪淑英告诉记者，小珩的

母亲是个聋哑人，被评为一级
残疾；父亲患有听力障碍，被

评为三级残疾。小珩也是听力

残疾，属于一级残疾。她自己
有腰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

她老伴一直患有高血压，又突

发脑血栓，花了家里很多钱。

“我儿子和媳妇没有工作，一
家人全靠老头赚点钱养活

家。”

小珩不到两岁时，汪淑英

申请到了国家项目，给小珩安

装了助听器。从此，汪淑英老

人就踏上了一条更艰苦的道

路——— 送小珩到聋儿听力语

言恢复中心。

“要坐 90分钟的车才能

到康复中心。”汪淑英说，每

天要骑3公里的车到林家滩，

坐605路车到郭家屯，然后转
52路车才能到康复中心。这
里每天上午8：30上课，下午
3：30放学。“无论春夏秋冬，

都是早晨 5点多起床，给儿

子和老伴准备早饭，6点左
右叫醒小珩，给他穿衣服、

洗刷，喂他吃饭。”汪淑英

说，冬天不管多冷，7点必须
赶到站点。

现在唯一鼓励她走下去

的是，孙子口里那咿呀不清的

“奶奶好”。

汪淑英含着泪说，孙子
已经 4岁了，再不做植入电

子耳蜗的手术，就会错过最
佳手术时间。但电子耳蜗需

要16万元，国家能补助10万

元，另外6万元需要个人掏。

“这钱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
字，根本凑不够。”

据了解，家里所有支出都

靠林温星每月600元的收入。

记者给这600元支出算了一笔

账，林温星身体不好，每月至

少要100元降压药维持生命，

240元是送孙子的路费，30元电

费，50元话费，100元孙子的伙

食费，每个月其他开销也就剩
下80元。

能筹钱的办法都想了，汪

淑英说，为了给孙子治病，她

准备到银行抵押她那六七十
平方米的房子。“只要能帮孙

子恢复听力，我愿意用命换。”

一家5个“病号”，我要先救孙子
为让耳聋的孙子能听见，奶奶打算倾尽全力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刘新 实习生 宋佳

西大街上小坑太多了

一不小心就能崴脚
市政养护处答复：抱歉

抱歉！将尽快垫平

我这是在卖艺，可不是在乞讨
不过也有市民猜疑：他是不是为了要钱博取同情

格相关链接

烟台听力残疾人逾3万名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

记者从烟台市残联获悉，我市
现有持证听力言语残疾人3万

多名，听力障碍严重影响了他
们的学习和生活。

烟台市聋儿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主任徐春说，该中心自

建立以来共收治了280多名孩
子，现在仍有35名聋儿在中心
进行康复治疗。

据烟台市妇幼保健院耳

鼻喉科副主任张月琴介绍，导
致新生儿听力障碍的原因很
多，遗传因素不可忽视，“也有
部分孩子因为药物、病毒或细
菌感染等原因导致耳聋。”

另据了解，聋儿治疗费用
较高，目前很多聋儿的治疗因
此耽搁下来。

记者 闫丽君 刘新

孔雨童 通讯员 邢守林

实习生 宋佳

漫画：宋晓霞

刚才还好好的呢，

你怎么自己跑了？等等
我！等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