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灾帐篷又现安宁仁寿山工地

施工方称从市场买来，在此使用没有什么不合适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鹏翔）城关区九州

一工地违规使用救灾帐篷刚被甘肃省民政

厅查处，安宁区一工地又出现了救灾帐篷。4

月 6日，有读者反映在安宁区仁寿山福寿园

施工工地出现了两顶救灾帐篷，记者实地调

查发现读者反映属实，现场施工的甘肃兴华

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仁寿山福寿园项目

部工作人员称救灾帐篷是在市场上购买的，

在工地上使用没有什么不合适。

4 月 6 日， 市民苏女士拨打本报热线

96555 反映，她清明假期去安宁的仁寿山游

玩， 在仁寿山顶发现支起了两顶救灾帐篷。

因为帐篷上写有“救灾专用”字样，苏女士向

本报咨询仁寿山是否发生了灾情。

当日下午，记者在安宁区仁寿山山顶的

福寿园施工工地一侧见到了苏女士所指的

救灾帐篷。有四顶帐篷出现在山坡的一处工

地上，其中两顶浅蓝色的帐篷上印有“民政

救灾”、“救灾专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监制”等字样。帐篷内支起了床，供施工工

人居住。 一名正在帐篷内休息的男子称，此

处并没发生灾情， 他们是修建福寿园的工

人，帐篷是买来的。

据了解，仁寿山福寿园由甘肃兴华建设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在现场该公司仁寿

山福寿园项目部一名张姓负责人告诉记者，

居住在帐篷的工人是负责修护坡的。救灾帐

篷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他不觉得使用救灾帐

篷有什么不合适。

此前的 3 月 31 日， 本报报道了城关区

一工地使用救灾帐篷一事，引起甘肃省民政

厅高度重视，并对此事进行查处，对救灾帐

篷予以回收。 民政厅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救

灾帐篷绝不允许非受灾人员使用。 市民质

疑，仁寿山工地的救灾帐篷到底从何而来？

五龄童池边玩耍不慎落水

大学生及时相救悄然离去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鹏翔 实习生孙琪）4 月 7 日中午，一小孩在安宁区仁寿山公园

游玩时不慎滑落水池中，危急时刻，旁边一位大学生跳进水中将落水儿童安全救出。 据

了解，救人者是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奂文江。

清明小长假期间，风景秀丽、桃花争艳的安宁区仁寿山公园成了市民踏青游玩的好

去处。 4月 7日，市民刘女士带着 5岁的儿子和朋友相约来到仁寿山公园踏青赏花。 当

日中午 12时 30分许，刘女士在公园内和朋友观景赏花，儿子和小朋友在水池边戏水玩

耍。 突然儿子一脚踩空滑落到水池中，水池中的水约一米深，儿子滑下去之后在水中时

隐时现。 危急时刻，旁边一男子跳进水中将儿子拽出水池。

刘女士告诉记者，当她发现时儿子已被救了出来，她这才意识到发生了危险。 看到

儿子被好心人及时救了出来，她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给对方掏钱，对方不要。发

现好心人的手机湿了，刘女士表示给对方换一个新手机，好心人也拒绝了。 看着好心人

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自行离去，刘女士十分感动。 后来在众人的帮助下，刘女士才得知救

人的是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奂文江。

刘女士说，由于儿子被及时救出，并无大碍，她和家人希望通过本报真诚感谢这位

好心的大学生，弘扬当代大学生身上的这种正能量。

躲避迎面轿车

大卡车一头撞塌路边墙

本报讯（记者张学江 实习生王佳宁）4

月 6 日上午 10 时许， 一辆榆中驶往兰州的

拉沙大货车途经榆中县定远镇接驾嘴村时，

为了躲避一辆迎面超车驶来的轿车，一头撞

向路边的围墙，并撞断一棵直径七八厘米的

行道树后方才停下。

4 月 7 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辆

车体为黄色的大货车车头被撞坏， 保险杠

和车玻璃都被撞损， 地上撒落着零部件和

碎玻璃片，路边行道树被撞断，被撞的围墙

坍塌了近 6 米长。 该车身长六七米，侧停在

路边，导致该路段出现交通拥堵现象，现场

维修人员正在忙碌着修理车辆。 据车主介

绍， 当时为了躲避迎面驶来超车的轿车才

撞向路边墙，货车司机受轻伤，已被送往附

近医院治疗。

两顶蓝色帐篷上印有“救灾专用”等字样。 本报首席记者 张鹏翔 摄

黑店买来保健品

老太举报退钱款

本报讯（通讯员李明霞 首席记者裴

强） 日前， 家住兰州市七里河区的霍大

妈，经人介绍在七里河区建工路的一写字

楼处购买了价值 1 万多元的保健品，但霍

大妈在购买保健品时始终没有见到店里

悬挂的任何证件， 这引起了她的警觉，并

随即向七里河区工商局西园工商所反映

情况，后经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店系无

证经营的黑店，最终在工商部门的介入下

该店向霍大妈退了钱款。

4月 4 日， 兰州市七里河工商分局西

园工商所接到 12315 举报中心投诉称，消

费者霍女士在七里河建工路一写字楼购

买“北鸿天 - 蜆黄金”保健品 10 盒，商品

价值 15500 元，但该经营店不能提供营业

执照。 接到举报，西园工商所领导立即安

排执法人员出动检查，在检查中执法人员

发现，该销售点在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

情况下，擅自经营保健品。 此行为违反了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涉嫌无照经

营，执法人员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调查， 并协调将还未开封的商品货款

14500元退还给了霍大妈。

收到退还的货款后，霍大妈和家人一

道给工商所送来了一面锦旗表达她的谢

意。

李先生收藏的《泰东日报》上大量记载了日军侵华罪证。 本报记者 张继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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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又添侵华日军罪行“铁证”

本报讯（记者张继培）4 月 5 日清明节这

一天，正当全国各地在纪念为国捐躯的英烈，

尤其是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之

际，居住在兰州上河苑的市民李先生，拿出自

己珍藏的 3 期《泰东日报》，表示愿意捐献给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让它们成为日军

侵略中国的又一铁证。

记者在李先生家采访时， 李先生小心翼

翼地拿出了由宣纸精心包裹的这 3 期报纸。

记者看到，这 3 期已经发黄的报纸，报头印有

大大的黑体字“泰东日报”，“发行所大连市飞

弹町六十七号番地”、“发行人井口陆造”、“印

刷人中村福一”等；报线右上角上清晰地印着

它们的刊发时间，分别为“昭和十九年（康德十

一年）八月”的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这 3 期《泰东日报》所用文字全部是繁

体中文，报道内容大多为鼓吹日本法西斯军

队如何作战、如何“胜利”的事情。 其中还有

一篇题为《美军死伤卅万》的报道。 李先生

说：“我查阅有关资料后了解到，‘昭和十九

年’就是 1944 年。 按此时间算来，这 3 期报

纸出版至今已有 70 年了， 但它们却成为了

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 残害中国人民的铁

证。 ”他说，经查，《泰东日报》于 1908 年 10

月 3 日原本由中国人创办，但后来被聘为副

社长的日本人把持，1941 年太平洋战争期

间， 该报宣扬“大东亚战争必胜”、“英美必

败”等谬论，日本投降后的 1945 年 10 月停

刊。 这 3 期报纸是 2009 年 12 月，李先生的

一位朋友看到李先生收藏的黄河奇石后非

常喜欢，就用其收藏了 17 年的 3 期《泰东日

报》与李先生相交换。

“日前，我参观兰州‘八办’后，感到‘八

办’有关介绍抗日战争的实物史料不多，便萌

生了将《泰东日报》捐给‘八办’的想法。 ”李先

生告诉记者，之前，兰州的一些藏家和他的朋

友听说他有《泰东日报》，都想把《泰东日报》

转让收藏，都被他婉拒了。

市民李先生欲向八办纪念馆捐献3期1944年《泰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