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的心脏病和自闭症两座“大
山”，压得毛贞梅和丈夫喘不过气来。

5月10日，记者第一次见到毛贞
梅，年仅28岁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
的妈妈。由于缺少充足睡眠，她看起
来有些憔悴，“别人都说我是30多岁
的人了。”

“只要他能够正常讲话，我就满
足了。”自从子墨确诊为自闭症，毛贞
梅经常在网络上搜索干预治疗相关
的内容，但很多干预治疗的机构，费
用高昂，他们难以承受，只能放弃。

在“智障碍协会家庭”微信群里，
她得知好多自闭症儿童在株洲同心
圆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心做干预
治疗。这是一家非营利性自主经营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是
株洲市残联。

“选择同心圆，残联还可以补贴
一点”，毛贞梅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同
心圆上，但是由于名额限制，子墨还
不能入学。

文彬看起来有点腼腆，话不多，
只有在提到孩子的可爱时，他的嘴角
才露出一点微笑。“现在就想给孩子
找到一个靠谱的干预机构治疗，这样
下去肯定吃不消。”

快两岁的妹妹和子墨在一
起的时候，他们俩经常打架，子
墨喜欢推人，力气大得很，妹妹
就只得用牙咬。子墨的身上留
有深深浅浅的牙印。

子墨的自闭症症状在日益
坏下去，留给这个家庭的喘息时
间不多了。

如果有爱心人士愿意帮助这
个家庭，可与毛贞梅联系，电话：
19813339585。

寻找治疗机构

盼爱心人士伸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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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神经母细胞瘤、心脏病、自闭症
为救治身患重病的孩子，这个家庭深陷负债的漩涡

请帮帮这个5岁的男孩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黄欣雨

▲子墨站在江边丢石子，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记者 黄欣雨 摄

圈地建私家花园，毁绿种菜

美的城二期
现多处违章建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
本报连续曝光了天元区几处违章建筑，得
到了读者的关注。昨天，又有市民拨打晚
报热线 28823910 爆料，天元区美的城二
期有多处违章建筑。记者随后进行了实
地打探。

阳先生住在美的城二期10 栋。他反
映在二期 10 栋、11 栋、19 栋、20 栋，乱搭
乱建非常严重。从六号门进去，记者随手
拍了几张照片，验证阳先生举报属实。

当天，记者与嵩山路街道办事处佳美
社区的拆违专干取得联系。她坦言，美的
城的违章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业主私自搭
棚圈地，建“私家花园”，还有毁绿种菜的。
他们已向嵩山路街道办汇报，要求拆违。

记者又联系了嵩山路街道办事处负
责拆违的队长王泽强。王泽强给记者传
来两张拆违处罚通知书，通知书明确注明
了一处已经列入拆违程序的违章建筑，搭
建面积有150平方米。

王泽强表示，由于现在拆违程序比较
规范，包括违建业主在内，有相当多环节必
须审核、签字、批复。所走流程耗时较长，
他们拆违的速度，跟违建的速度存在较大
差距。他希望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在违建
兴建之时能及时制止，避免违建成为既成
事实，再变成老大难问题。他也希望相关
职能审查部门能精简流程，加快拆违的审
批速度，避免天元区违章建筑越来越多。

收养关系解除后的义务

老刘夫妻二人未能生育孩子，故收养
了鹏鹏，办理了收养手续。两夫妻靠着打
零工将孩子拉扯大。因为是被收养的孩子，
鹏鹏长大了，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心里有些自
卑和怨恨。大学毕业之后，其直接去外省工
作。受挫时，又时常羡慕别人的父母可以提
供好的资源，对老刘夫妻的态度很冷漠。

关系恶化之下，双方最终选择解除收
养关系。不久，老刘夫妻驾车外出发生侧
翻事故，老刘截瘫，妻子过世。花费了所
有积蓄，老刘保住了命，之后的生活却成
了问题。村干部联系鹏鹏，希望他可以照
顾老刘，鹏鹏却说自己与老刘已经没有任
何关系，没有义务管他。

聂律师认为：
《民法典》第1118条规定，收养关系解

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
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
给付生活费。本案中，鹏鹏系由老刘夫妻抚
养成人，老刘夫妻尽了抚养义务。在解除收
养关系之后，老刘因为事故截瘫且没有生活
来源，鹏鹏依法应当支付其生活费。

不到1岁就被确诊为恶性神经母细胞瘤的文子墨，熬过化疗过程，又查出患先天性心脏病。医生
说，“他的心上，有一个大洞”。但不曾想，如今已经5岁的他，还有更麻烦的事等在后面……

渌口区龙船镇金华村，5
岁的文子墨整日被关在家
中，唯一的喘息，是下午去河
边丢石子。这样简单的游
戏，他可以一个人玩上四五
个小时。

跟同龄的小孩相比，子
墨是一个异类，他有很多奇
怪行为，喜欢拍手，在家里疯
跑，把所有东西都摆成一排。

2020 年 12 月 10 日，文
子墨在长沙小米熊儿童医院
被 确 诊 为“ 孤 独 症 谱 系 障
碍”。此时，快 5 岁的他还不
会说话，连叫“爸爸”“妈妈”，
都是含含糊糊的。

资料显示，孤独症谱系
障碍是广泛意义上的孤独
症，在社会性和交流能力、语
言能力、仪式化的刻板行为

三个方面具有本质的缺损。
还有一些外围症状，比如消化
系统、免疫系统、感觉系统等
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的
感官干扰很大，造成自闭症患
者各种各样的怪异行为。

“家长要靠引导来让孩
子行为正常，到了实在控制
不了的情况下再用药物治
疗。”医生说，如果家长的教
育方式不正确，不排除疾病
有越来越严重的可能。

子墨的妈妈毛贞梅全职
在家照顾他，时刻将眼睛黏
在他身上。但他的症状仍旧
严重起来。

他开始大小便失禁，时
常会在卧室的泡沫垫上小
便，这让毛贞梅不得不每天
拆卸下来清洗。

因为没钱，子墨一直没
能去机构干预治疗。这个家
庭已经负债累累。

2017 年 8 月 6 日，毛贞
梅和丈夫文彬正在嘉兴务
工，不到1岁的子墨突然恶心
呕吐，“不吃饭，吃了就吐，脸
色发青”。一家人赶紧将子
墨送去医院，本以为是一场
小病，没想到是与癌症搏斗
的开始。

8 月 7 日，在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子墨被确
诊为恶性神经母细胞瘤。当
时，夫妻俩每个月收入都不
高。40多万的治疗费用对他
们来讲，无异于“天文数字”。

家里的积蓄用完后，就
找亲戚借，所有亲戚都借遍
了，“都拿不出钱来”，他开始
把希望寄托于银行和高利贷。

靠着东拼西凑的钱，子
墨终于病愈出院。在病愈出
院的心脏检查中，医生发现
子墨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肿瘤好了就可以好好
生活了，之后又有心脏病，心
脏病之后又是自闭症。”此
时，这个家庭已经无钱支撑
了，给孩子看病的事只好暂
时搁置。

但是，高利贷的催款电
话不时响起，还曾经打到毛
贞梅的亲戚那里，“各种发消
息骂，要是不还钱，就抓你去
坐牢！”这些话让毛贞梅忧心
忡忡。

如今，他们欠银行十多
万元，已经还不起了。“不是
我不想还，是真的还不上。”
因为逾期时间过长，文彬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自闭症孩子

被追债的家庭

◀扫一扫
二维码，关注
聂炜律师团队
公众号。

1977 年，七一路东段——“八
号路”终于拉通，沿线逐渐形成街
面。拆除老围墙，新设立餐馆、招
待所，当时的何家坳小学校门口一
线商铺，便成了现在七一路沿街商
铺的模样。

“七十年代，它还是一条小
路。老市政府就在路的这一头。”
家住市人大院子的黄先生回忆，那
时七一路没有现在这么宽，过车都

难。但当时已有省建五公司、铁路
技校、湖南安装公司、何家坳小学
在七一路旁“安家”。

1993 年，市委机关从七一路
搬迁到河西新址。这座大院于次
年移交给市人大，现已成为省级园
林式单位和文明卫生单位。

90 年代中期，七一路路面拓
宽改造开始，从最开始等车宽的羊
肠小道，变身为 20 米宽的城市次

干道，打通建设路与沿江路，充分
满足行人过车的需求。随之，道路
两旁的高楼拔地而起，派出所、建
设银行、保险公司、财政贸易机关
大楼相继“落户”。

随着城市发展，改革不断深
入，民营商业大量增加，财贸办退
出历史舞台，更名为“财贸蔬菜
办”，如今又更名为商务局。在七一
路上，改革的脚步从来没停止过。

路名：七一路
规格：长651米，宽20米。
位置：位于芦淞区大汉希尔

顿旁，交汇建设路，连通人民路和
沿江路。

改造时间：2000 年9月开工，
同年10月竣工。

5月28日下午，大雨如注，芦淞区
七一路何家坳小学门外满是等候孩子
放学的家长，路旁的香樟被雨水打得
沙沙作响。

七一路，以建设路为中线对称，东
西各300多米，分别连接人民路和沿江
路，沿路有住宅、学校，其商铺更是数
不胜数。

“这条路，变化大。”附近居民黄先
生向记者介绍，这条路是我市首条“文
明样板街”，他在这条路上住了近 40
年，清晰记得它每一次变化。

七号路，八号路
最终合称“七一路”

1953 年，株洲成为全国 8 个重点
建设城市之一。次年，国家8个部委派
员来到株洲，进行实地勘测，确定株洲
建设大计，最终从国家建委为株洲所
作的多个发展规划方案中，选定了其
中第八方案。

该方案，在上述框架划定的这张
白纸上，由南到北划了一根粗线，这就
是规划中的主干道——建设大道；然
后由湘江到京广铁路，自西向东，划了
10 条横线与建设大道相交，并分别排
上序号，“七一路”的前身位列其中，西
东两段分别称为“七号路、八号路”。

彼时，包括“七一路”在内，横向交
汇与建设路的20条次干道敲定，构建
一个大片街区的交通网络定型。

1980年，全市统一规范道路名称，
因为七号路属市委机关所在地，且有个

“七”字，“七一”又是党的生日，所以七、
八号路便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七一路。

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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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株洲经济一路高歌的时
代，外来商业项目不断涌进。
2012年，大汉悦中心商业体“落
子”株洲市中心，给比邻市中心的
七一路再赋生机。老路“逢”春，
如今的七一路，已是株洲新地标

和城市双CBD的核心所在。
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景

象，仿佛让我们重回世纪初那
条“样板街”的鼎盛时光，回望
七一路的过去，我们清晰地感
知这里曾经的活力与生机。从

羊肠小道到城市要路，七一路
在城市发展中变迁，却始终保
持着这座城市的脉搏和气质。
这份最本质的记忆不应该被遗
忘，而更需要在城市不断更新
中被记取。

记者手记

▲道路两旁香樟犹在，KTV已热潮不再。 记者 张威 摄

株洲第一条样板街
为什么是七一路？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威

曾记否，老市政府就在路的那一头

世纪之交，为把株洲这座城市
建设得更好更美，市委、市政府作
出了进一步改造美化城市，不断提
升城市品位的决策。于是，决定对
市中心的“七一路”进行美化、亮化
试点，创建一条样板街，如果成功
则向全市推广。

“创建文明样板路”工程于
2000年9月1日启动，由于沿街各
单位和门店充分认识到创建文明
样板路的意义和作用，很快按计划
筹集到 1000 万元资金，使工程迅
速进展有了保障。当年 10 月 20

日，改造美化任务基本完成。
“这是株洲第一条样板街。修

得很漂亮。”居民李海峰回忆，改造
完的七一路完全变了一个样。沿
街百余个单位和门面全部装饰一
新，招牌统一，橱窗五光十色。临
街各种架空线缆一律入地，两侧新
修了小花坛，新种上苗木花草，香
樟取代梧桐扎根于此。

2000 年 12 月 8 日，七一路上
人头攒动，张灯结彩，一条开阔大
气、焕然一新的文明样板街展现在
市民面前，人们无不交口称赞。从

这天起，作为株洲第一条样板街，
七一路样板街正式启动。历经 2
个多月时间，这条600余米长的街
上，入驻商业门面百余户，形成集
休闲娱乐美食商业一条街。

2001 年，省政府在株洲市召
开全省建设工作会议，向全省推广
株洲市“样板街”建设的经验。之
后，我市又再接再厉，使创建样板
街工作持之以恒，为我市旧城改造
闯出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市城区增
添了一道道新的风景线。

打造我市首条样板街

“老板进来唱歌吗？酒水八
折。”在七一路，很多株洲人都会听
过这么一句吆喝，如今再路过此
地，除了弥漫的美食香气，更多的
是 外 卖 小 哥 匆 忙 的 背 影 ，各 大
KTV唱歌场所早已不见踪影。

当年，在株洲人的字眼里，“去
七一路唱歌”就是“去KTV唱歌”的
意思。卡拉OK也是从这里在株洲
传播开来，那时，周末去KTV订个
包厢，是株洲人独有的聚会方式。

“不管是同学过生日，还是朋

友聚会，都会选择去 KTV 唱歌。”
李海峰回忆起 2002 年，刚上大学
那段时光，七一路从建设路到河
边，大大小小不下 20 家 KTV 场
所。“一百多块钱，开心一下午，经
济又实惠。”

随着时代更迭，KTV 在株洲
遍地开花，激烈的竞争之下，引领
株洲娱乐产业潮流的七一路褪去
了昔日的光环。跟其他繁华地段
新建的一些 KTV 比起来，这条街
上的老店无法独领风骚，慢慢的

“唱歌只有去七一路”的情况早就
发生了改变。

“ 最 开 始 这 里 也 是 一 家
KTV。”曾经在七一路经营摄影店
的 徐 先 生 介 绍 ，当 时 接 手 一 家
KTV 转让，做起了写真拍摄。他
回忆，从2008年开始，这条街生意
越来越差，很多 KTV 都陆续关
门。这条街上涌现出更多的是小
吃店、清吧、服装店、水果店、婚纱
店……俨然成了一条全新的商业
小街。

七一路，还是曾经的KTV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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