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还未交付使用的小区里，

新装的电梯原则上只能是摆设。然

而在前期使用时，被“总结”出了一套

“使用方法”——进去靠强行扒门、上

楼要长摁按钮、暂停全凭感觉。这些

经验之谈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

隐患。

昨日上午11时许，省城井岗路

与甘泉路交口一在建小区3号楼里，

一名负责电梯“操作”女工因一时不

慎，从3楼的电梯井坠入负二层，被

困漆黑深井，孤身一人拼命呼救，周

边却是嘈杂的施工声响。不会再有

比这更恐惧更漫长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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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女工一脚踏空坠入电梯井

记者在105医院抢救室，见到了这名

受伤的女子，姓吴，宿州人。丈夫推着她拍

片检查中，女子表情痛苦，只能侧过身，稍

微一挪动，就是撕心裂肺地叫疼。

一名自称是施工方的工作人员介绍，

小吴在3号楼里从事电梯操作工作，任务很

简单，就是负责开电梯，将运来的材料通过

电梯送到需要的楼层。

这座电梯不同于一般的施工工地货

梯，是典型的室内轿厢式电梯。但配套设

施还没安装结束，勉强能够使用。

“电梯在上升时，突然停电了，停在了3

楼，她就扒开轿厢门，出去下楼察看。”工作

人员称。

等小吴返回后，发现来电了，接着又扒

开轿厢门，打算进入。这次并没有如愿进

入轿厢内，而是身子一歪就栽了下去，直接

坠入电梯井底。

事后观察才发现，在小吴离去的间隙，

电梯已被楼上的工人操作使用，轿厢升到

楼上，小吴一脚迈进发生坠井惨剧。

电话未丢远呼来救命人

小吴重重摔落至负二楼的井底，落差

有10多米高。因被井内的碎石瓦砾和线

缆刮伤，再加上巨大的冲击惯性，小吴的双

下肢已失去知觉，无法动弹。

地下室里伸手不见五指，无人在内。

在求生的欲望支撑下，小吴微弱的呼救声

在电梯井内传荡，但总被嘈杂的施工和电

机声音盖住。

幸运的是，小吴的手机就放在身上，掏

出一看，还有一格信号，其拨通了正在楼上

施工的丈夫电话，断断续续地称，“掉到电

梯井底，出不来了。”

一群工人涌出，打着手电筒下到地下

室，齐心协力将伤者救出地面，送往医院。

经医护人员检查发现，小吴全身多处

骨折，其中背部受严重创伤，需要进一步住

院治疗，目前已暂时脱离危险。

施工方人员先期垫付了部分医药费，

后期赔偿还在协调之中。

电梯被擅自提前使用
操作全靠经验“传授”

面对小吴的伤势，其姐姐一筹莫展。

据悉，姐妹俩都在同一单元楼干活，负责操

作电梯上下运行，每个月能挣 2000来块

钱。“才干12天，没想到出事了。以前也没

干过开电梯，也没安全培训。”

记者随后来到事发小区楼内，发现楼宇

已经竣工，工人们正在进行楼内修缮改造。

一名工人介绍，这座电梯刚安装好不

久，正在安装配套设施，“但不影响正常

使用。”按照对方提示，要进入轿厢，首先

就必须扒开电梯门，“你先拽绳子，然后

用力扒。”

稍微一用力，电梯门被扒开，露出深不

可测的电梯井，“现在轿厢还在楼上，等下

来了就可以坐了。”记者进入轿厢后，上下

期间发觉轿厢晃动剧烈。

操作键更让人一头雾水，“只有上下两

个临时用键，想上去的话，按18楼键，长按

不松，一松电梯就暂停。”工人说，如果想在

任一楼层暂停卸货，那就得靠感觉了。

如此简陋还未彻底交付的电梯怎么

能擅自提前使用？在医院里，记者就此事

采访了施工方，对方表示因后期工程繁

琐，本用于运货的室外货梯被拆除，现如

今为了运送材料，只能暂时依靠室内轿厢

电梯，施工方还吐露，之所以能轻松扒开

电梯门，多亏电梯安装公司事前的特殊

“调节”。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合肥市安监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这座电梯尚未全部安装

结束，更没有经过质监部门合格检测，施

工方就不按规范擅自使用，需要承担一

定责任。星级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十八条好汉在荒滩扎营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凤台县茨淮新河

凤台段。“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荒滩。”

凤台县八一林木场段场长介绍说，由于长

年缺乏绿色植被，当时水土流失严重，堤

坝受损，防汛工作受很大影响。

2000年深秋，在县水利局的安排下，

詹可权、张文敬、刘坤等18名退伍军人迈

着铿锵的步伐，唱起军歌、扛起红旗，迈进

荒无人烟的茨淮新河堤滩，支起了5顶简

易帐篷。没有路，没有房，就在黄土地上

搭起帐篷；没有锅灶和电灯，就自挖土灶

和点起篝火。

为赶在霜冻前翻好地，在植树节前栽

下树苗，18名退伍军人冒着刺骨的寒风，

日夜鏖战在36公里的荒滩上，历经4个多

月的艰苦奋战，18条汉子打下10万个树

穴，栽种了1200亩杨树苗、300亩果树，林

间空地套种牧草500亩。

凭借勤劳的18双手和仅有的4台拖

拉机，他们让这1万亩荒滩逐渐披上了绿

色，“凤台县八一林牧场”自此诞生。

汗流成河方有绿树成荫

当杨树开始成行，果树开始成片，

2002年夏天，骄阳似火，淮河流域出现历

史罕见的旱灾，茨淮新河自挖掘以来首次

干涸。刘坤等人拼了命地通过深井提水，

起早贪黑灌溉保苗。

可仅两年后，辛苦补种的树苗刚刚存

活，淮河流域又发生特大洪水，刘坤和战

友们不眠不休，抢战三天三夜，搬运土石

近万方，终于筑起一道道环绕堤坝的子

堤，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洪水。

2008年，林牧场的舟蛾类害虫发生面

积达4000多亩，老兵们顾不上炎热天气，

背着十多公斤重的烟雾机，每天走上几十

公里喷洒农药。

日复一日的不懈坚守下，八一林牧场

终于绿树成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在

95%以上。

综合开发风景这边独好

“资源不能浪费，要充分利用这片土

地。”2008年，在县水利局和林业局的资金

支持和技术指导下，18位老兵进行了水土

保护、林下经济发展、生态旅游等全方位

的规划，如今，通过发展农业科技生态链，

这片土地年产值达到2000余万元。

八一林木场还专门请来苏州园林设计

院，对开发建设“农家乐”进行了总体规划

设计。主要经营有木屋别墅休闲；收获采

摘农作物、瓜果；垂钓、水上娱乐；水上就餐

等。2010年这里被授予国家水利风景区，

2011年被授予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在老兵心里，群众富才算富。”段场

长说，多年来他们免费培训指导农民5000

余人次，带动周边农民就业，指导生产带

动致富。“荒滩地，已经变成咱们群众的绿

色聚宝盆了。”

本报与合肥同仁医院继续征集“绿林”

好汉，如果他就在您的身边，请告诉我们，

征集热线：18656151052。凡读者推选出

的“绿林”好汉，将由合肥同仁医院为其免

费体检。因为长年荒山植树造林，他们大

多患有风湿或椎间盘突出，合肥同仁医院

还将安排专家团队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的

机会。 张舒星级记者张火旺

电梯门用手就能轻松掰开

开门靠手扒，只有两个键，停几楼凭“感觉”

女工踏空“极简”电梯，3楼坠至负二楼

凤台十八名退伍老兵鏖战百里荒滩
种林护林12载，将万亩荒滩变成“聚宝盆”

自12年前退伍回到凤台县，刘坤

等18名老兵凭借双手和4台拖拉机起

步，将昔日的万亩荒摊，变成了今日万

亩水保林带、一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科技示范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条东西长

36公里，南北宽170米的绿色长廊，成

为茨淮大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10

年被授予国家水利风景区，2011年被

授予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