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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 星级记者 俞宝强 ） 对

于五河县的很多人来说，怀洪新河是他

们的重要水源地。 12月 19日下午，记

者跟随江淮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对蚌埠

五河县的水源保护状况进行了探访。

站在大堤距离取水口十米处，眼前的一

幕，不禁让人担忧，船舶停靠、机动船下

河打鱼，甚至有人在种菜。

“水源保护区内不允许种菜，一级

保护区内禁止人工养殖和其他可能污

染水源的活动。”随行的省环保厅监测

人员强调，菜地地处一级和二级水源保

护区内，在水源保护区内种菜严重违反

《水源保护法》。据悉，村民在菜地上施

放化肥农药，可能会直接流入水源保护

区。

随后，记者采访了路边市民，得到的

答案却是“一直都是这样，没人管”。此

外，记者看到，河两岸是大量的农田。监

测人员告诉记者，一旦下大暴雨，这些农

田中使用的农药、化肥都会被冲到河流

里。

此外，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取水口

仅一路之隔的地方，正在“大兴土木”，

挖掘机肆无忌惮地挖着，小楼不停地盖

着。

据悉，该取水口的“东家”就是五河

县唯一的自来水公司，该公司承担着每

日为全县12万人口供水的“重任”……

对于五河县的老百姓来说，保护怀洪新

河至关重要。

此前，安庆市旅游局就证实，长江三大名

楼之一的大观楼就是坐落于长江边的大观

楼。“同被称为长江三大名楼的武汉黄鹤楼，

也是重建的，这并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以及对

地方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带动作用。”安庆市旅

游局局长徐舒媛说。

“滕王阁和‘长江三大名楼’的黄鹤楼，以

及全国十大名楼中的很多楼阁，都经历过多

次重建，并成为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重要支

柱。为什么安庆大观楼就不能重建呢？”采访

中，安庆市一家旅行社负责人李先生认为，大

观楼不仅可以作为凭吊古文化的寄托，同时

也可以成为拉动旅游的增长点。

见习记者 曾梅

专家观点：拉动旅游经济

星报讯（李敏 记者 祝亮） 本报昨

日报道了百余名在肥打工的农民工难讨

工资，导致滞留合肥无法返乡的事件。在

本报的关注和人社部门的努力下，昨日传

来了好消息，建设单位已答应发放工资，

并正在清算……省人社厅联合本报开通

的媒体讨薪热线：0551-62610788继续

为农民工朋友服务。

“感谢星报，
我们明天就能拿到钱了”

昨日，本报刊登了《百余农民工遭

遇百万欠薪难返乡》一文（详见本报 12

月 19 日 07 版）。究竟是欠了140万还是

欠了 50多万，成为工人和建设单位争

论的焦点。昨日，在合肥市蜀山区人社

局的调解下，劳资双方终于和解，并初

步达成支付协议。

农民工小董高兴地对记者说：“真

的太谢谢你们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天

就可以把钱拿到手了。”

省人社厅：
部分案件不属讨薪，难受理

昨天，记者继续接到多起讨薪热线，

其中宿州市民吴女士反映说：“今年，我哥

哥吴飞来宿州一个工地上打零工，却迟迟

拿不到工钱。我哥前几天去讨要工钱的

时候还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伤势

还很重。”本报记者会将来电整理清楚，

统一反馈到人社部门。

但同时，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几日有些案件并不

属于“讨薪”的范畴，比如阜阳市民刘先

生投诉说，他几年前私人承包的一个项

目工程款被拖欠，以及合肥市民孟先生

投诉说，他向公司缴纳了承包风险金无

法追回等，超出了人社部门的执法管理

范围，难以受理。

“见报后，他们答应发工资了！”
本报讨薪热线0551-62610788继续为农民工朋友服务

“安庆大观楼调查”后续——

读者质疑保护不力，讨论可否重建
18日，本报推出“安庆大观楼被拆”报道，稿件一经刊发，随即引发读者热烈讨

论：被拆的大观楼是否还能重建？重建之后将对安庆古文化和旅游经济产生怎样
的影响？

对此，记者再次致电安庆市建委，却未有实质回应。而旅游部门和业内人士
认为，重建不仅能保存古文化，更能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甚至成为城市名片。

市民质疑：建委保护不力
“拆之前并没有征求市民意见，只是贴了

个拆迁公示后就直接拆掉了。”安庆市民赵先

生向记者表示，他认为这其中有建设规划部

门的失职。那么，大观楼是否还有“重生”的

希望？

带着读者的疑问，19日下午，记者再次致

电安庆市建委名城办，一位尹主任接听了电话，

当记者表明身份后，对方突然变得情绪激动：

“你们瞎写什么，赶紧把稿子撤掉！”然后还没等

记者继续提问，电话就被挂断。

随后，记者继续拨打该电话，却再也没有

回应。

引发讨论：是否需要重建？
“被拆除的大观楼是上世纪80年代对已

毁建筑的重建。也就是说，它并非原来的那

座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那也就算不得文

物。如果不是文物，是否还有重建的必要

呢？”安庆市民陈先生认为，既然并非原来的

古建筑，就不一定非得重建。

然而，也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

“这个大观楼确实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

我在安庆念书的时候,它一度是戏园子，老安

庆人特别是世居安庆西门的人都知道。”安庆

市民葛先生说，尽管这不是几百年前的那座大

观楼，但是毕竟承载了很多安庆人的记忆。

而一位名叫“汪悦扬”的网友说，那座大

观楼，是老人们永远的记忆，他的一个朋友就

曾想斥资买下它重修，以恢复老安庆的惬意

生活，可惜后来因为其他原因而搁置。

五河县水厂取水口任人“践踏”

星报讯（记者 李皖婷） 苏维民离世后，

他的眼角膜到底谁来“接受”牵动了众人的心

（本报18日曾报道）。昨天下午从安徽省红十

字眼角膜库传来好消息，一位受捐者已经确

定，来自滁州的胡先生（化名）将在本周日下

午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如果一切顺利，手术

后他就将重见光明。

据安徽省红十字眼角膜库主任屈志国介

绍，胡先生18岁那年诊断发现自己患上圆锥角

膜，医生告诉他只有换角膜才能恢复视力。“当

时还是上世纪80年代，医疗条件、经济条件都

不成熟，胡先生换角膜的事就一直拖到现在。”

昨天中午，胡先生在合肥接受了检查，并

确定在本周日下午接受角膜移植手术。

星报读者李和平昨天也接受了眼部检

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右眼烧伤的

情况过于严重，已不适合进行角膜移植。“还

有一个19岁的天津女孩也想移植角膜，但到

现在为止还没有把她的病历传过来。”据屈志

国介绍，这个女孩是因为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导致眼角膜出现很大程度的划伤，现在到了

不得不换眼角膜的地步。

苏维民眼角膜已找到受捐者

滁州男子周日接受移植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