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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了！来电了！”8月 23日凌晨 4
点左右，尽管天未亮，但是市区建设路
兰乔迪亚小区里已经热闹起来。

8月 19日晚上 10点起，兰乔迪亚小
区开始停电 （详见 8月 21日本报 04版）。
8月 23日凌晨，居民们在等了三天多之
后，终于盼来了光明。

【问题】
费用需要40多万元

“小区还没来电，这可咋办呀？”这
样的话，从 8月 19日晚上 10点停电到 8
月 23日凌晨来电，是兰乔迪亚小区居民
说得最多的。

兰乔迪亚小区不小，有 1000 多户
居民，其中高楼层住户多。

小区一停电，电梯也停了，住在高
楼层的居民上下楼困难。更严重的是，
停电还造成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无法运
转，高楼层住户家中也停了水。没水没
电，许多居民被迫搬到亲戚家，或者住
进宾馆。

小区一名居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
感叹：“住这么高档的小区，竟然会停电
这么长时间，有家难回。”

为何这个小区的电，一停就是三天
多？是抢修难度大，还是其他原因？

据了解，小区的配电柜在着火中损
坏，需要重新更换。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有关人员告诉记
者，更换配电柜需要 40 多万元。同时，
配电柜是开发商建的，没有移交给电力
部门。这笔 40多万元的费用，由谁来出
是个问题。

【行动】
源汇区政府协调解决

40多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名
小区业主代表说，当初买房的时候，已
经给开发商交了房款，这笔费用不可能
再由业主出。

小区物业说，他们接手小区没几
年，配电柜也不是他们建的，如果这笔
钱全部让物业出，他们也很为难。毕

竟，4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
这 可 咋 办 ？ 如 果 电 一 直 停 下 去 ，

1000多户居民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
8月 21日上午 10点多，源汇区政府

一名副区长牵头，召集开发商、电力部
门、社居委、物业、业主代表开会商讨
解决方案。

8月 21日下午 2点，解决方案出炉：
施工抢修由电力部门负责，购买设备的
资金由开发商出，施工中遇到困难政府
部门协调，社居委和小区物业做好业主
工作，确保业主情绪稳定。

“不论什么情况，先抢修，先保证
1000多户居民用上电。”源汇区政府有关
负责人说。

【结果】
连夜抢修恢复供电

8月22日上午，施工单位进入兰乔迪
亚小区开始抢修。

许多小区居民，一直守在抢修现
场，随时在小区微信群里“汇报”抢修
进度。社居委和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也在现场帮忙。

小区开发商，也和电力部门签订了
相关设施的移交合同。

8月22日晚上，天空飘起了小雨，但
抢修人员没有停工，而是搭了个雨棚，
继续抢修。

8月23日凌晨4点左右，抢修和设备
安装工作全部完成，小区用电恢复正
常，业主们欢呼雀跃。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有关人员告诉记
者，个别小区因为各种原因，电力设施
的产权未移交电力部门，一旦设施出现
故障，维修便会遇到难题。希望今后这
类问题不再困扰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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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了 想为藏品找个家》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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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职工万长喜大爷喜欢收藏，
家里珍藏着许多报纸和图书。随着年
龄增大，万大爷对这些资料的打理越
来越力不从心。万大爷想把这些报
纸、图书捐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今年5月，本报对万大爷的故事和愿
望进行了报道，市档案馆表示万大爷
的藏品有一定历史价值，他们去看看
之后再做决定 （详见 5 月 23 日本报
05版）。

8月22日上午，市档案馆在万大
爷家中举行了简单仪式，对万大爷整
理出来的2600多份报纸和120册图书
进行收藏。

万大爷说，这是他收藏资料的一
部分。他收藏的剩余的资料，整理完
毕后还将捐出来。

【市档案馆】
收藏一批报纸和图书

8月 22日上午 9点，市档案馆工
作人员来到召陵区天桥街道万庄前街
万大爷家中。万大爷已经把整理好的
报纸、图书分类包好，还重新编写了
目录。

记者看到，这些报纸虽然已经发
黄，但是比较完整，不少报纸的日期
是连着的，非常珍贵。

市档案馆馆长应二才，向万大爷
送上收藏证书，并向他表示感谢。

“这些报纸共有2600多份，出版
日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
代，报道了 30多年间国内、省内的
重大历史事件。遗憾的是，由于保存
水平不高，部分报纸日期缺失。”万
大爷遗憾地说，他整理了两个月才整
理出这些报纸。同时，他还整理出
120册各种图书。

万大爷说，这些报纸、图书是他
一辈子的心血，能够作为史料存放进
市档案馆，他感到很荣幸。

“现在很难找到保存这么完整的

旧报纸了。通过这些资料，后人能够
了解过去的历史。万大爷真是位有心
人。”应二才说，保存这么多东西非
常不容易。他们会按照规定进行归类
整理，用最科学的方式保存。整理好
的目录会给万大爷送一份。如果需
要，万大爷将享有这些资料的优先查
看权。

【万大爷】
如愿以偿非常高兴

今年 80岁的万大爷，从 18岁上
班起就非常注意收集报纸、传单和图
书。退休后，他把收藏的图书、文
件、报纸进行整理归类，并用牛皮纸
包好藏好。

“以前多次搬家，不少报纸、图
书都损坏了，现存的都是我在 2000
年退休后整理出来的。”万大爷告诉
记者，随着年纪增大，他对这些藏品
的打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家里的条件
也不适合保存报纸、图书等资料。因
此，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这些历
史资料捐给档案馆。

如今，拿着收藏证书，得偿所愿
的万大爷非常高兴。

万大爷告诉记者，现在他的家里
还留有一部分报纸、图书。剩余的这
些资料，之所以还没有捐出去，除了
需要整理，他还需要不时查看，因为
他正在写自传。

“再过十多天，我就能把剩余的
资料整理完毕。之后，我会全部捐出
去，算是彻底完成我的心愿。”万大
爷高兴地告诉记者，除了市档案馆，
召陵区档案馆也会收藏他的一部分报
纸、图书。

市档案馆收藏 万大爷很开心

万大爷万大爷（（左左））将整理好的报纸和图书交给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将整理好的报纸和图书交给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