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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夜夜“念经”，烦人！
合浦北村的陈女士来电反映：前不久我

们这里设置了一个新型垃圾桶，天天晚上10

点以后就开始播放，“您好，合肥是我家，卫

生文明靠大家……”滚动播出，声音很大，一

播就是一夜。这让我们怎么睡觉？大家意

见都很大，反映给清洁工也没个回音。一连

几天晚上就跟听念经一样，大人孩子都无法

休息好。

合肥市瑶海区城管局回复：在受理此

事后，瑶海区城管局环管科已于日前责令

管理单位将该处垃圾箱音量调低。

货车轧烂窨井盖，谁管？
合肥市民李小姐来电反映：我家住在

凤阳东路上芳邻家园，这里有很多物流公

司，大货车把好好的路碾压得惨不忍睹，

几个窨井盖也被轧烂了，常年污水横流，

却没有人管。

瑶海区城管局回复：经铜陵路街道现

场调查核实，凤阳东路属待建道路，由于

附近门面房多为物流公司，大货车对原有

路面破坏较大，铜陵路街道已对破损的窨

井盖多次进行维修加装，同时对该区域安

排专人进行环卫作业。

记者 祁琳/整理

家电未“上岗”就“罢工”
当心维修商藏猫腻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我这暖风机

已用了好多年了，估计现在买个新的也就

几百块，这个修理师傅倒好，还没怎么大

动，就要收我一百多元，早知这样，我还不

如换个新的。”家住省城双岗的张大爷最

近很郁闷，总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

其实和张大爷有同样遭遇的人不

在少数，随着天气变冷，保暖家电准备

“上岗”，一年没用的家电难免会出现问

题，闹起“罢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

家电维修商上门修理时存在猫腻，“我

家的热水器出了问题，因为冬天来临之

前，一直用的是太阳能，现在突然用电，

却发现已经烧不热水了。”李先生是美

菱新村的一位住户，“我在附近找了一

位修理师傅，说是上门修理 30 元，我一

看其他家都要 40 元，就找了这位师

傅。”后来，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修

的过程中，这位师傅嘴上说着“问题不

大”，但修到一半，却说要换零件，“零件

坏了，总得掏钱吧，这不钱上去了。”李

先生无奈地说。

针对这一现象，一位业内人士提醒

道：冬令电器出问题，市民可先借助使用

说明书，排除小故障。如果无法排除，可

找厂家或大型专业维修单位上门服务。

星报讯（蔡丽丽 记者 李皖婷）“我们

收了三年的废旧电池，现在屋子都快堆不

下了，可是却找不到一个部门愿意把这些

废旧电池收走。”面对记者，安徽大学绿色

倾心协会会长李伟伟道出了自己的苦恼。

合肥市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却告诉记者，

目前按照新国标生产的电池，由于已经实

现低汞或无汞，对于环境的危害已经很小，

完全可以和生活垃圾一起丢弃。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觉

得废旧电池随意丢弃会对环境产生极大危

害，却又苦于没有专门机构来回收。

记者随后联系了合肥市环保局，该局

的一位夏姓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合肥并没

有专门的废旧电池处理厂，但是由于近年来

按照新国家标准生产的电池已基本达到低

汞或无汞，如果分散丢弃对环境并不会产生

多大的危害。“现在不少市民对于废旧电池

的危害了解得并不多，以为废旧电池就是毒

蛇猛兽，其实这个观念早就落伍了。”

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虽然单个干电池

污染已经很小，但如果聚集起来填埋焚烧，还

是会对环境产生危害。“所以对于现在一些高

校、社区集中回收的废旧电池，建议他们用塑

料桶把这些电池密封起来之后分散填埋。”另

外，对于含有铬镍、氢镍、锂离子等成分的纽

扣电池、手机电池等，并不属于环保电池的范

围，这些电池还是不能随意丢弃的，“不过这

些电池上都有相关标注，市民可根据标注来

决定是否与生活垃圾一起丢弃。”

一次又一次不幸揉碎了这个家
两场大病一场山洪，三口之家风雨飘摇；
一个账本153个好心人，“这些钱我要还他们”

废电池需要专门回收？你OUT啦！
合肥市环保局：危害已很小，可以和生活垃圾一起分散丢弃

合肥的好心人1000元、李阿姨300

元、张斌2000元，还有许多5元10元20

元的记录……小本上记了5页多纸，大

约有153个人的记录。23岁的葛冬梅随

身携带的练习本上，整整齐齐地记满了

好心人的捐款。这些都是捐给她父亲治

病的，她说将来要把这些钱还给人家。

她自己是个病人，要终生注射胰岛素。

她的父母则是乡亲们眼中的“好人”。可

这一家总是在经历不幸。

实习生 邓翔记者 刘欢/文 倪路/图

在岳西县田头乡上畈村，无人不夸张

来弟和丈夫葛学永是“好人”。张来弟的父

母是当地农民，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出

嫁后，母亲就得了精神病，整天要人看管。

小学三年级时，张来弟辍学在家照顾母

亲。到了出嫁年龄，提亲的人踏破门槛，但

张来弟害怕父亲和生病的母亲无人照顾，

坚决不嫁。

30岁那年，张来弟先后送走父亲和母

亲。此时，她的伯母又中风瘫痪了，生活不

能自理。大伯和伯母终生未育，大伯去世

后，伯母独自生活。张来弟便搬到伯母家，

为她洗衣烧饭、端屎擦澡……

1984年秋，肥东人葛学永听说了张来

弟的事后，被张来弟的善良品德感动，托人

说亲，要求和张来弟共同照顾伯母。三年

后，伯母去世。张来弟和葛学永生下了女

儿葛冬梅。

感动 善良女子为照顾父母，30岁未嫁

2007年，女儿葛冬梅考上淮南的一所

大学。葛学永和妻子用二十多年省下的

4000多块钱，把女儿送到学校。可一个月

后女儿突然晕倒在学校。经检查，女儿患

了糖尿病。消息传开后，乡亲们都伸出了

援手。葛冬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了

十几天，检查治疗，先后花去了4万多元，

借的和捐的钱一分不剩。

医生说这病得天天注射胰岛素，直到

生命终结。可就是最便宜的胰岛素，一个

月也要一两千块钱。好在太湖籍老乡、成

都军区作战处吴东来处长捐来1万元，女儿

总算可以买上胰岛素。葛冬梅告诉记者，

老师劝她租个房子，让妈妈陪读。“本来就

没钱，不能让妈妈不挣钱来陪我，我就决定

不念了。”葛冬梅带着学校给的1000元助学

款辍学回家了。

张来弟告诉记者，今年七月的连日大雨

引发山洪，把她家的五间泥巴屋冲倒了三间，

剩下两间岌岌可危。人病了，家没了。67岁

的葛学永回到合肥，开始找工地打工。他想

弄点钱，把祖上留在老家肥东磨店的两间土

屋修一修，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合肥，好让家人

有个住的地方，也方便看病。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一次发生。9月底，

葛学永感觉肚子很疼，为了省钱，他买来止

痛片撑了一个月。11月6日，葛学永终于倒

下了。工友把他背到省立医院，检查出胃

癌，需要立即手术。五六万的费用再次愁

煞这家人。

悲情 一次又一次的不幸掏空了这家人

乡亲们再一次为这家人筹款。几天

里，村子里的人为他们一块一块地捐了

2000多元。听说合肥生姜和山芋很贵，张

来弟从老家收来100多斤生姜和山芋，每天

在磨店街上卖，为丈夫筹钱治病……

母女的故事让合肥的安庆老乡动容。

11月初，大家开始为这个家庭捐款，凑了2

万多块手术费。省立医院知情后，最大限

度减少了他们的开支。

记者在省立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了葛

冬梅的“账本”，小本上记了5页多纸，大约

有153个人的记录。这已经是她的第二个

账本了。四年前，葛冬梅生病时，别人为她

捐的钱她也做了记录。“山洪把房子冲倒

了，那个本子怎么也找不到……”葛冬梅

说，她不能总靠别人的帮助生活。“我还年

轻，我要把这些好心人记住，将来挣钱还给

他们，等父亲出院，我就找地方打工……”

感恩“账本”上记着153个好心人名字

民生速递

热线说事

不幸的一家人和他们的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