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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报道，认真履行记者职责。

帮 你问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依兰县清真街居民张先生反映，他所在
的居民区长年停水，居民用水需要推着车去
比较远的地方接水。近日，记者来到当地进
行了采访。

走到清真街，记者看到一大片平房棚户，
其中部分已经进行了拆除，废墟周边散布着
许多垃圾，环境很是脏乱。胡同间，几位老人
正在聊天。谈起当地停水的情况，一位老人
向记者讲述了经过，这处居民区最老的房子
已有100多年历史，后建的也是四五十年前建
设的，多数都已是破损严重。10年前，当地启
动过一次拆迁改造，当时有一部分居民交了
房，住进了旁边新建起的高楼，还有一些居民
当时没有交房，选择继续居住在平房里。在
拆迁过程中，自来水管被破坏，导致了近10年
的停水生活。后期相关部门曾对自来水管进
行了维修，效果并不好；相关部门还曾经雇水
车为居民们送过水。

现在，棚户区外的回迁楼一楼水房向居
民提供自来水，居民可以去免费取水。这处
水房有专人进行管护，居民来取水的时间比
较自由。

据了解，目前仍居住在这片平房里的居
民还有 100多户，其中许多是七八十岁的老
人，他们每隔一两天都要去取一次水。为了
运水，老人们都买了两轮推车和大塑料桶。
这些老年人走路都颤颤巍巍地，推着车就更
费劲了。有的老人住的位置距离水房几百米
远，来回奔波取水的过程非常艰辛。回家后
这些水也要省着用，一点儿也不舍得浪费。
大家都盼着用水问题能够早日解决。

记者就此情况向依兰县供水公司进行询
问，一位工作人员说，当地原有居民区地下供
水管线是串联的，部分拆迁的居民房屋在扒掉
的过程中，对地下供水管线造成损伤，进而造
成整片区域供水瘫痪。为了解决剩余居民用
水难的问题，供水公司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去
年在当地安装了新的供水主管线，今年将陆续
安装入户到居民家里的分水管。等工程全部
完工后，居民就不用再费劲去水房取水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居民们已接
到了拆迁部门发放的摸底调查表，也许一两
年内当地将再次进行棚户区改造。老旧房子
拆除后原址建起高楼，包括水、电、燃气等配
套设施和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将一并解决。老
人们也都希望早日住进楼房，享享清福。

居民区长年停水
七旬老人
每天推车去接水
依兰县供水公司：今年将
陆续安装入户到家的分水管

还有几个月就年满60岁的丁兆礼
老师从建校至今，32年坚守教学一线。
他说：“金矿学校处在偏远山区，没有便
利的交通，也没有灯火璀璨的夜晚。但
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目光，就是最为璀璨
的光亮，也是我坚守的动力。”

从事教学34年的教师吴明花，一
直教初中四个年级的政治课。吴明
花说自己一直坚守在山区学校教学，
就是希望老柞山孩子们有更好的发
展空间，用知识为社会多作贡献。“看
到我曾经教过的学生考入大学，走
向社会成为医生、科研工作者、法律
工作者等等，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服
务，觉得自己的青春和事业都奉献给
这所深山中的学校，是值得和骄傲
的。”吴明花说。

金矿中学附近没有课外补习班，
学生的父母多为矿上的采金工。学
生们的成绩也是让老师们骄傲的，
2015年中考综合成绩在农垦红兴隆
管理局十四所学校名列第一名，6个
学科取得单科第一名。28名中考考
生有 22名以优异的成绩升入省示范
高中——红兴隆第一高级中学。去
年毕业生中 61.5%考到了重点高中，
排在红兴隆农垦系统的前列，第一高
中发来中考祝捷喜报。“教师可以说

‘一个顶仨’，有的老师甚至教四五门
学科，连我也教 4个年级的课程。”洪
伟峰认真地说。

生源在锐减，教师责任始终如
一。这里的老师是一支支灼灼燃烧
的蜡烛，燃尽最后一丝烛光，照亮老
柞山孩子们求知的路途……

一个教师顶仨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我省农村已进入耕种时节，农田里，一台
台拖拉机往来穿梭，翻土、播种。有些城里人
向往田园生活，还有一些进城居住的农村人闲
不住，近日，在哈尔滨市老旧小区的绿地里、四
类街道的花池中、河沟边“三不管”的区域，出
现了他们耕种的身影。

如果是在自己家的菜园子种植蔬菜、水
果，既不违法也不违规，可如果在耕种过程中
占据了小区或是街道的绿地，破坏了城市整体
环境，那就不应该了。

记者在南岗区宽桥街附近小区看到，一户
一楼居民占据了阳台外侧的绿地，十多平方米

的地里开出了六七条垄沟，并用树枝、竹条等
设置了围栅，防止其他人进入。邻居说，这个
小区里都是老房子，楼边绿地缺少管护，杂草
较多，一些住在底层的居民便将窗户下的绿地
围了起来，当成自留地，有的种花草、有的种蔬
菜。记者看到，在南岗区西大直街 53号附近
的居民院里，一个自行车棚旁的绿地里种植着
大葱、洋葱等蔬菜。

道外区八区街与铁路交口处的坡地上，开
垦出了层层的“梯田”，田间设置了围栅和小
门，可见这几块田地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人”。
现场不仅有人耕种，还有人烧荒，10多米远的
地里的杂草被点然，浓烟四处飘散，看来这里
的耕地面积还将继续扩大。附近居民说，耕种

之前，这片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到夏天野草
能长到一米多高，里面还生长着许多美丽的野
花。

道外区南极街 38号附近居民院里，绿地
里的部分空间被占，周围立起木板拉上了绳
索，里面种植了一些蔬菜。有居民说，当地是
老旧小区，由于缺乏管护，绿地里或光秃秃地，
或杂草丛生，一些居民便将其有效地“利用”了
起来。

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22号楼附近的道路
上，有多处街边花池、绿地被居民占据，进行耕
种。

道里区武威路附近的何家沟畔，大片的田
地被开垦，种上了蔬菜、玉米等作物。据了解，
这一段的何家沟边还没有进行综合改造，岸边
的部分似乎处于“三不管”的状态。在耕种的
过程中，原有的青草、灌木等植被都割除清理
干净，很容易造成河岸水土流失。

道里区金江路与群力第五大道交口附近
小区旁，有一块空地种植上了蔬菜。这里属于
群力新区，本该铺设草坪进行绿化，可是不知
什么原因长时间荒芜着，直到前几年被开垦成
菜地。

在这些城市的角落里，一些人开垦出一块
块农田。可是在他们的耕种过程中却占据了
小区或是街道的绿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严
格执法，对一些破坏绿地的行为进行取缔、处
罚。

□本报记者 吴利红

4月 28日，有读者反映七台河市桃山公
交站附近 500米范围内，街道两边有很多拖
拉机和出租铲车乱停，长达 6年之久。有的
绿化带遭到毁坏，行人没有地方走，被挤到了
车道。现在停放的铲车和拖拉机越来越多，
人行道上停满了就占用车道，行人更没有地
方走了。不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非
常影响市容市貌。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4月29日，记者与七台河市城管部门取得
联系。当日，七台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桃山分局的执法人员对大明街桃山公交站点
附近乱停车的车主发放了《关于开展“保畅、
安全、服务”专项行动的通告》。并联合交警
部门组织开展大明街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行
动，严格规范人行道停车行为。

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共清理大明街桃山
公交站点附近 500米范围内，街道两侧拖拉
机和出租铲车步道板及机动车道乱停车行为
20余起，街路两侧占道车辆已全部清理。

七台河20余起
占道乱停车被处理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4月30日，本版刊发《达连河高铁站没出
租车，没公交车，想坐“黑车”都得抢》一文，报
道了依兰县达连河镇的高铁站站外没有公交
车和出租车，即使很多人选择了坐“黑车”，但
是也满足不了从这里下车的旅客返回达连河
镇的需求。依兰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责成相关部门立即进行整改。5月1日，高铁
站至达连河镇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违法拉
客的十多台黑车被取缔。

依兰县运管站宫站长介绍说：“经过调
查，达连河高铁站原来是有公交车运营的，后
来由于乘客减少、公交企业经营不善和缺少
驾驶员等原因，在运管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
公交企业私自将线路停运。导致一些乘坐高
铁的旅客出行不便，一些‘黑车’也趁机前来
违法高价拉客。运管站约谈了镇里的公交企
业，帮助其解决经营上的困难，在第一时间恢
复高铁站至达连河镇线路的公交车运营。按
照高铁站每天 4趟到站列车车次，线路车辆
提前40分钟从镇里公交站点发车，到达高铁
站后接上下车的旅客返回镇里。”

对于“黑车”非法拉客的情况，运管站安
排稽查人员每天对高铁站周边的可疑车辆进
行检查，严打“黑车”，净化客运市场运输环
境，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达连河高铁站
公交车恢复运营
黑车被取缔

被清走的占道车辆。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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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吴利红
见习记者 李房浔

春天,万物复苏,树
上冒出嫩嫩的绿芽，黑
土地上春意盎然。

4 月 14 日 8 时，从
七台河市出发，采访车
沿着饶盖公路一路向
东，顺着蜿蜒的老柞山
山脉行进约有七八十公
里，来到老柞山金矿区
所在地。刚刚进入矿区
内，寂静的山里便隐约
传来阵阵读书声，清脆
又有朝气，还有钢琴弹
出 欢 快 的“ 都 、来 、
咪”……给老柞山山峦
增加了生气。

采访车靠近距离
七台河市最远的老柞
山子弟学校，也称金矿
学校，读书声、钢琴声、教
学声……交替传入耳中。

9 时，记者走进这
所学校，进入视线的是
两栋有些陈旧的浅粉色
教学楼，窗明几净。标
准而宽阔的体育场上，
30 多名中小学生在老
师的带领下，正在进行
课间跑步。

校长洪伟峰指着教
学楼说，学校建于 1990
年，当时是为在老柞山
金矿工作的职工、外来
务工人员和邻场人员等
子女就近上学而办的九
年义务制学校，学生最
多时达到 500人。这些
年，随着金矿资源的减
少、人口流失等原因，生
源越来越少了，现在全
校只剩 34名学生，其中
小学 18名，面临中考的
初四学生16名。

随着上课铃声的响
起，在操场上欢笑的学
生们即刻肃静下来，有
序地回到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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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开荒过“田园”生活？

别破坏小区街道绿地

公交车恢复运营。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走进教学楼内，励志标语贴
在走廊的墙上，时时提醒学生刻
苦学习奋进。

小学三年级正在上语文课，
尽管全学年只有两名学生，语文
老师于爱东仍然认真地教学生
读写生字，学生于檬檬、谭书如
大声地跟着于老师念着，于老师
一遍遍提问，一遍遍纠正孩子的
读音。于檬檬的父母在外地打
工，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年
级就在这里读书。“我家紧挨着
学校，上学真是很方便。”于檬檬
说。

于老师除了担任三年级语
文和数学课教学任务外，还担任
班主任工作。“虽然只有两名学
生，但教学任务一样都不能少。
每个知识点都要教给孩子们，为
孩子们的将来学习打下良好的
基础。”于老师由衷地说。

在音乐教室里，范爱萍老师
正在教二年级的两名学生识乐
谱，范老师一会儿站在黑板前，
领孩子们读乐谱，一会儿弹钢琴
示唱。两名学生吹着儿童口风
琴，伴着老师的钢琴声，悦耳的
琴声溢满教室。

“我爱这个学校”
据了解，在教师匮乏的情况

下，该小学按教学大纲要求，开
全了应开的所有科目。今年 11
岁的胡浩琪家在天津，父母在她
五六岁的时候就带她到这里养
猪，她一直在这里读小学。“英
语、音乐、体育在学校都学了，我
在学校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爱
这个学校。”胡浩琪高兴地说。

“只要有学生在，学校就会
尽全力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的
全面发展。”洪伟峰说。

马上面临中考的 16名初四
学生，正在全力以赴备考。为了
迎接 19日的体育科目考试，16
名学生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进
行考试科目的复习。几轮下来，
擦擦脸上的汗水，学生们又马上
赶到物理兼化学老师魏磊的课
堂上，进行物理实验……

两个学生的年级

这边种地那边烧荒这边种地那边烧荒。。 小区绿地里种上了大葱小区绿地里种上了大葱。。

体育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考试科目的复习体育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考试科目的复习。。

范爱萍老师正在给二年级的两名
学生上音乐课。

物理兼化学老师魏磊在和学生
一起做物理实验。

居民来回奔波取水很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