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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元能干什么？别看现在不算啥
大钱，但在37年前，那可是一笔巨款！

5月 18日，南京市民华志英，拿着
两张37年的手写存单，到中国人民银行
漯河市中心支行取钱。两张存单一张
200元一张400元，共600元，是1980年
他在漯河当兵时，存入原中国人民银行
漯河市支行的。

时过境迁。中国人民银行早已不再
办理存款业务，华志英的 600元存款能
取出来吗？

37年前的手写存单

华志英今年 77岁，在漯河有亲戚。
5月 18日，他来漯河探亲。探亲之余，
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把37年前存
入银行的钱取出来。

钱是1980年他在漯河当兵时存到银
行的，分别是1980年7月15日存入中国
人民银行漯河市支行马路街分理处的
200元，1980年9月4日存入中国人民银
行漯河市支行车站分理处的400元。

记者看到，两张手写存单的存款期
限均是 5年。由于是南方口音，当时银
行工作人员在录入 400元存单的储户信
息时，还将华志英写成了华志银。

“当时当兵工资比较低，每月也就几
块钱，这 600块钱是我当兵很多年才攒
下来的。”华志英老人告诉记者，当年他
存完钱后，部队突然接到换防消息，他
来不及取走这笔钱，就随部队到了湖北

省武汉市。

在武汉南京没取出来

当年匆忙离开漯河后，华志英一直
惦记着这600元钱。

“在现在来看，这 600 元钱不算大
钱，可是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我军
旅生涯的见证。”华志英老人说，1985
年，这 600元钱到期后，他到武汉的当
地银行取钱，可是没有取出来。后来，
他定居南京市，也曾去当地银行询问如
何取出这 600 元钱，结果跑了多家银
行，仍然没有取出来。

此后，这 600元存款就成了华志英
老人的一块心病。

今年 5月 18日，离开漯河多年后的
华志英老人来漯河探望亲戚。这次来，
他专门带上了这两张存单。

当年的分理处已不存在

华志英老人的 600元钱，存入的是
原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支行下属的两个
分理处。然而，因为金融机构改革，原
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支行马路街分
理处和车站分理处已不存在，如今的中
国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不办理存款
业务，这两张存单该找谁兑付呢？

5月 18日，华志英老人来到中国人
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了
解情况后，工作人员告诉华志英老人，
1984 年，原中国人民银行的存贷款业
务，被中国工商银行接管。

随后，工作人员帮他联系了中国工
商银行漯河分行。

“我们会查看历史档案，只要能够找
到相关票据，一定兑付存款。”中国工商
银行漯河分行的有关负责人说，他们会
尽快给予答复。

37年增值750多元

5月 19日一大早，喜讯传来，华志
英老人两张存单的原始凭证在中国工商
银行漯河友爱街支行查到了。银行工作
人员让其到银行兑付存款。

经过核算，连本带息华志英老人应
得到 1352.7元。600元，当年华志英老
人眼中的巨款，存入银行37年后为何只
是变成了1352.7元？

中国工商银行漯河友爱街支行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1980年，华志英老人存
款 5年，当年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可
是 5年到期后没有办理自动转存，这笔
钱就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最终结算
为 1352.7元。“600元钱，在那个年代估
计能买一套房，现在连一平方米都买不
到啊！”华志英老人感叹地说，虽然钱没
兑付多少，但是他还是很感谢各个银行
积极处理的态度。

“跑了这么多年没办成的事，没想到
在漯河两天时间就办好了，总算了了一
个心愿。”华志英老人说。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王王 辉辉））“砰”的一
声响，家中窗户玻璃上出现了一个小
孔，形状就像被子弹打了一样。5月
20日下午 4点左右，家住郾城区嘉和
苑小区的吴女士正在家中卧室睡觉，
被这一声响惊醒了。

吴女士赶紧起身查看卧室的窗户
玻璃。玻璃上的小孔，有黄豆般大
小，小孔周围呈现的也是蜘蛛网状的
裂痕。

由于只顾查看窗户上的玻璃，没
注意到地板上的碎玻璃渣，吴女士的
脚还被碎玻璃渣扎伤。

“除了这‘砰’的一声，好像还有
气枪的声音。”5月 21日，吴女士说，
她所住的22号楼是小区最南边的一栋
楼房，小区南边不远处有一排简易民
房。事发后，她打开窗户向外望了
望，但没发现什么。

5月 20日傍晚时分，吴女士把自
家的遭遇发到小区微信群里，没想到

立即引来“共鸣”：最近两三个月，她
家所在的22号楼，有十几户居民家的
窗户被不明物体击中、出现了小孔！

“像是被钢珠之类的物体击穿
的。”有居民分析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的窗户玻璃
被击穿出现小孔呢？有居民在事发后
报了警，警方至今调查无果。

“到底是啥东西这么厉害，会击穿
玻璃？幸好只是玻璃碎了，万一伤住
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吴女士说，他
们已经向小区物业反映此事。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王艳彬王艳彬）） 5月21日
是第二十七次全国助残日。一提起助
残，许多人脑海里闪现的是志愿者为
残疾人表演节目或是帮助残疾人的镜
头，但是，5月 20日，在许慎文化园
门前广场，乐观、坚强的残疾人为志
愿者表演了文艺节目。

5月 20日上午 9点 10分，盲人唐
书良一曲开场唢呐《喜洋洋》，把现场
观众的情绪调动了起来。主持人是残
疾人杨丹，她甜美的声音，开心的笑
容，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这场特殊的文艺汇报演出，演员
是我市 936 残疾人艺术团的残疾人，
观众主要是志愿者。

当天，来自我市30支爱心团队的
200多名志愿者，一大早就来到演出
现场，有的引领车辆有序停放，有的
负责接送残疾人，有的搬凳子，有的
负责音响。

演出开始后，志愿者有的在幕后
忙活着，有的在台下观看。

在演出现场，记者见到了趴在电
动车上的“无腿爸爸”王伟。虽是残
疾人，但王伟毅然收养了一名弃婴。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养女的病得到
医治，他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如今，王伟积极参加志愿活动，用自
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人。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深深地感
受到这个社会充满了爱。我们残疾人
一定要坚强起来、乐观起来，让生活
充满阳光，并像舞台上的那些残疾人
一样给别人带去快乐，给社会注入正
能量。”王伟说。

市残联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第二
十七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举办这
次活动，就是倡导友爱、互助、融
合、共享，展现残疾人的乐观、坚
强，鼓励他们自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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