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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张嘴”
市民盼修复

女子景区内遛狗 保安劝阻被打伤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11月7日晚，网友“超级游侠”在微
信朋友圈发消息称，多谢好心人的提
醒，要不然就有危险发生了，不过窨井
盖这样“张着嘴”，安全隐患很大，希望
早日复位。

看到这条消息后， 11月7日，记者
与网友“超级游侠”取得了联系。据她
介绍，她家住在市区黄河路康桥水岸小
区，11月7日晚，她吃过饭后带着3岁多
的儿子去散步。

“我们出了小区大门后，沿着黄河路
的人行道向东走。儿子在前面跑，我在
后面小跑着追他。”网友“超级游侠”
说，儿子在前面正跑得欢时，被一位穿
着运动衣的年轻女子拦了下来。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快步跑
到跟前，正准备询问年轻女子为什么拉
我儿子的胳膊时，那位年轻女子说，看
好孩子吧，那个窨井盖没有盖紧。”网友

“超级游侠”说，在年轻女子的提醒下，
她发现附近有一个窨井盖确实“张着
嘴”，而儿子的位置离窨井盖不足半米。

“因为是晚上，如果不是年轻女子提
醒，我根本看不到窨井盖没盖紧。当
时，我心里先是惊了一下，觉得害怕，
幸亏被年轻女子拦住了，要不然我儿子
一直往前跑，后果真是不敢想象。我试
图把窨井盖恢复到原位，发现根本挪不
动。”网友“超级游侠”说。

根据网友“超级游侠”提供的信
息，记者在市区黄河路东段南侧的人行
道上找到了这个“张着嘴”的窨井盖，
记者在现场看到，井盖与井口之间留着
一个月芽状的缝隙，缝隙的最宽处有十
多厘米。

“经常有小孩在人行道上跑着玩，我
们也是时时很小心，不敢让孩子接近，
我跟几个孩子的奶奶也曾想把这个窨井
盖盖紧，但是太重了。”在附近领着孩子
玩耍的赵阿姨说，“希望这个窨井盖能早
日复位，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何
爽） 今年10月1日开始，我市第一部
地方性法规《漯河市沙澧河风景名胜
区条例》正式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
严禁携带犬只 （导盲犬除外） 进入核
心景区。10月27日晚上，在景区巡逻
的保安安德广因为劝导一名市民遛
狗，被人殴打，头部受伤，当即鲜血
直流，至今仍在住院。

有人在景区遛狗 保安上前劝阻

11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漯河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医院住院部
病房，见到了安德广。尽管距离事发
十几天了，但是安德广头上的伤痕清
晰可见。

“我今年都 60 岁了，还遭到这样
的殴打，头到现在还隐隐地疼。”安德
广回忆了事发一幕。10月27日晚上10
点左右，他骑着一辆电动车在景区进
行巡逻，即将行至 107 国道沙河桥的
沙河南岸，也就是恒大名都小区北门
口附近时，看到一只白色的狗。狗主
人是名年轻女子，她正在玩手机。

当时这名女子也没有用牵狗绳，安
德广就上前去劝导。“现在景区禁止携
带狗进入，并且有明文规定，你看能不
能把狗带出去。”安德广好言相劝。

没想到却引来女子的反感，不服
气地说：“我就住附近，还不能在这遛
狗了啊，不在这遛去哪儿遛狗，我不
下去了，看能把我咋着。”

安德广看到这名女子不肯带狗离
开，就想把狗撵下去，没想到却引来
一顿毒打。

遭四名男子殴打 头部缝了十几针

年轻女子一看安德广撵她的狗，
立即吆喝起来：“快来人啊，他打我的
狗。”

不一会儿，过来四名年轻男子，
不容安德广解释，就把他打倒在地，
边打边冲他喊：“看你还管不管了，多
管闲事。”

安德广顿时血流满脸，人也被打懵
过去，衣服上也留下了斑斑血迹。等安
德广的同事们赶来时，打人者已经驾车
离去。同事们赶紧打了“110”和“120”，
安德广被送进医院，经过检查，头部三
处被打破裂，缝合了十几针。

警方已介入调查 目击者提供线索

“这几个人出手也太狠了，老安都
60岁了，哪能经受这样的殴打啊！”安
德广的同事安进说，自从景区禁止犬
只入内后，他们都劝导过带狗的游
客。“一般给他们说说都听，带着狗就
出景区了，但像这么恶劣的事还是头
一次发生。” 安进说，这事对他们保
安触动很大，大家都担心再遇到携带
犬只进景区的事到底还管不管。

提起安德广被打一事，他的妻子
也是气愤不已：“当时赶到现场后，看
见他衣服领口都是血，连里面穿的保
暖衣上也都是血，这一辈子没得罪过
啥人，这是咋回事了啊？”

记者了解到，事后有现场目击者
提供了打人者离开时所驾驶车辆的车
牌号，是一辆豫 A 牌照的车，目前市
公安局干河陈分局正在对该车牌号进
行追踪，有关情况警方也正在调查。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1月7日晚上8点半，市区辽河路
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处空地，传
来阵阵歌声，周围则聚集了一些市
民。走上前去，记者发现，这里有四
位看上去跟常人有些不同的人，正在
认真用心地唱歌。他们是谁？为什么
要在街头唱歌？记者进行了采访。

四名残疾人组建艺术团

张莎来自湖北荆州，今年 30 岁，
看上去瘦小的她左脸有些凹陷，连带
着左眼也失去了功能，幸运的是，她
的右眼还能看到。在四个人里，她是

唯一一个能看得见的。刘涛今年 45
岁，来自周口，他的眼睛只能感受到
微弱的光亮，近乎全盲。负责弹琴的
陈家佳今年24岁，这个看上去眼睛很
大却外凸的商丘男孩也是看不到周围
的世界。今年24岁的鞠玲玉看上去像
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留着齐耳短发，
声音很甜美，但她也是全盲。

“我们几个是在网上认识的，之后
就走到了一起，大家商量组建一个艺
术团，到街头唱歌来养活自己。”张莎
告诉记者，团队是在今年 8 月成立
的，四个人随后开始了跑江湖的日
子，目前她们去过浙江、上海、福
建、山东，是第一次来到漯河。

“我们唱歌，也唱豫剧、黄梅戏，

这些歌全是我们听着学的，一遍遍
听，一遍遍练。”张莎介绍，靠街头唱
歌募集来的钱物四人平分，但这些钱
并不多，只能维持住基本生活。

眼睛看不见却会玩微信

在与四人聊时，记者获知，他们
四人竟然都能熟练操作智能手机，玩
转微信、进行网页搜索等。

刘涛拿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向记者
进行了现场演示。只见他将手机放在
耳边，很熟练地在众多手机应用中找
到微信，打开后微信，他能准确找到
语音键进行操作。

“这不算，我可以盲打，打字跟人
聊天。”说着，刘涛将手机放在耳边，
打开一个微信群，几秒钟后，他准确
无误地打出了我现在漯河几个字。

“背拼音嘛，我练习了一个多月，
我们的手机都安装有读屏软件。”刘涛
笑着说，这个读屏软件方便了他们的
生活，他经常搜索一些自己想知道的
事情。

“我们主要靠听力，我虽然看得到
但我没上过学，基本上不识字。”张莎
介绍。

“就是一直练，记住位置。”陈家
佳告诉记者，电子琴各个键的位置他
现在记得很熟。

“我们就是想给大家带去欢乐。”
张莎笑着说，团队里四人都是先天性
的残疾，为了生活下去，大家都很努
力，对目前的生活也很知足和珍惜。

四名残疾人在市区辽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的空地上唱歌。

残疾人组建艺术团 自食其力街头卖唱

““张嘴张嘴””的窨井的窨井。。

安德广头上的一处伤口。
本报记者 王 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