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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数月后 工资还没拿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晖）
日前，数名益阳安化市民联系了本地
12345 市长热线，投诉本地某汽车销
售服务公司，他们之间的个人消费贷
款购车服务合同规定，车主向银行还
完车贷后，履约保证金在数日内退
还。但现在他们还完车贷一年了，押
金还没有退。这是为啥呢？

2017 年 6 月，李先生在安化购买
了一台雪佛兰赛欧，通过一位曾姓业
务员，与位于天元区银天国际1522的
浙江正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正合）签订了
一笔三万元的汽车贷款担保合同，缴
纳了 2000 元的履约保证金。另外一
位安化人谌先生则称自己通过浙江正
合做担保，贷款购买了一辆奥迪 A3，
履约保证金是三千元。也是到期不退
保证金。

记者为此采访了该公司负责人王
先生。王先生称，前文提及的安化的
谌先生，在贷款合同期内，没有按时归
还银行贷款，浙江正合为他的违约，代
偿了银行96790.62元，浙江正合已经
将谌先生告上了法庭。而李先生的押
金未退，原因是他未按合约约定，续约
先前定的保险。记者就相关合同中一
部分客户违约的条款提出了质疑，如
李先生这类没按规定续保不退押金是
否属于霸王条款，王经理解释到，相关
的合同条款，得到司法和行政主管部
门的认可。

记者也咨询了相关市场监管部
门。他们表示，浙江正合的做法无明
显违法违规。如果安化等客户对于浙
江正合的相关押金处理有异议，需要
相关法律仲裁部门或者法院进行审
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 通讯员/陈文湘）“小区里来
了个陌生人，晚上就睡在楼栋边
的角落里，已经两天了。”8 月 17
日晚，石峰区北岭社区网格员杨
梅，接到了起重生活小区一位居
民打来的电话。

正值疫情防控期间，这一情
况让居民们很担心。杨梅与在小
区值守的联点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看到，下着蒙蒙细雨，一个中年男

子，正蜷缩在小区20栋楼下。
经询问，男子名叫文武（化

名），家住醴陵枫林镇，几天前独
自骑摩托车外出，结果找不到回
家的路了。据文武介绍，自己摩
托车坏了，家人的联系方式也记
不清楚，打算在这里捡破烂卖钱，
把车子修好再回家。

得知情况后，网格员立即联系
维修人员，先帮文武先把摩托车修
好了，小区小卖部的陈老板则帮他

买来了水和一些零食。大家不断
地与文武沟通，看能否从他口中，
了解到家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实在
没有办法，只能送往救助站。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文武突然想起一个电话号码，电
话那头，正是文武的家人。原来，
文武患有精神疾病，家人担心他
的安全，正在四处寻找。

“真是谢谢你们。”半个小时
后，文武被赶过来的家人接走。

资助过 8 名贫困大学生、帮
助14名迷路小孩回家、从火灾现
场背出 3 个人、自费维修破损井
盖数千个、2017 年和 2019 年还
获得抗洪先进个人称号……宾友
华是衡阳人，1993 年来到株洲，
随后的28年间，他出手助人多达
20余次。

和宾友华在一起工作多年的
同事告诉记者，宾友华有一副“热
心肠”。街道一些困难户、还有一
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他心里都
惦记着，每到逢年过节还会去看
望。虽然同事们平日里开玩笑，
说他就是个闲不住爱干活的人，
但大家心里都很尊重他。

记者在网上输入他的名字，
一篇篇动人事迹便呈现出来。说
起这些荣誉，宾友华依旧很激动。

记者问他为什么长期坚持助
人？他说：“看见事不管，那不是
爷们。这么多年习惯了，我就喜
欢帮助人。”说着，宾友华笑了。

敬佩！
居民中暑倒地“老好人”再次救人
来株28年出手助人20余次，还获得过抗洪先进个人称号

救助中暑居民

车贷已还清 押金为啥不退

点赞！患病男子迷路 网格员助他回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姚时美）近日，市民晏先生向本报求
助，他之前在湖南云辉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上班，今年4月离职，公司拖
欠他2万多元工资一直未付。

晏先生告诉记者，他于 2017 年
10 月至今年 4 月在该公司工作，从去
年年底开始，月工资从 6000 元涨到
8000 元。今年 4 月，他从该公司离
职，后来到外地上班，但是从2月份到
4月份的工资，公司一直没有支付。

晏先生人不在株洲，他打过电话
到该公司要求支付工资，工作人员答
复“再等一下”，但是晏先生又打听到
其他在职的同事工资都照常发放了，
这让他很不解。

昨日，记者找到该公司，经公司确
认，确实有两个多月共 21800 元工资
没有支付给晏先生。公司立即将该笔
工资打到了晏先生的银行卡上。

对于晏先生反映的情况，公司回
应，因公司在工资造册时，遗漏了晏先
生的名字，才导致工资没有支付到
位。工作人员称，公司将会加强管理，
避免类似事情发生。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来自云龙示范区学林街
道拆违中队的宾友华，被人称为

“老好人”。因为他做善事从来都
是义无反顾。8 月 18 日，一位居
民因中暑晕倒，宾友华出手救
人。在过去28年时间里，宾友华
的身影曾 20 余次出现在别人危
难之时。他说：“看见事不管，那
不是爷们。”

8 月 18 日上午 10 点，烈日当
头。在学林街道双丰社区锦绣香
江小区门口，一位居民在回家的
路上，中暑倒地，意识模糊。

宾友华正好在锦绣香江小区
值守，见有人倒地急忙上前查看
并询问情况。有多年救助经验的
他，一看就知道，这位居民是因为
天气炎热中暑所致，他马上让旁
边的同事拿一盆水过来，并对其
进了救治。

刮痧、拍背，掐人中，宾友华
重复着简单的动作，时不时还问
对方感觉有没有好些。高温下，
对谁而言都是考验。但宾友华忙
碌了15分钟，看不出一丝疲态。

经过及时救助，中暑的居民
慢慢恢复过来。

他说，这么多年就喜欢帮助人

暖心！救护车高速遇阻 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姚禹）当危重病人
遇上过境株洲的“巨无霸”车队，
怎么办？8 月 18 日，省高警局株
洲支队交警用 5 分钟紧急开辟

“生命通道”，用警车引导两辆救
护车优先通行。

当天 14 时 42 分，株洲高速

交警在护航本报昨天报道的重达
409 吨“巨无霸”车队前行，对武
深高速公路（醴茶高速）攸县东收
费站至泗汾收费站路段（南往北）
实行限速管制。这时，后方有两
辆救护车拉载着危重病人，急需
前往市区医院救治，却因限速管
制不得不放慢车速。时间不等

人，救护车驾驶员当即向高速交
警求助。

高速交警了解情况后，迅速
采取措施，协调前方“巨无霸”车
队临时停靠，紧急开辟“生命通
道”。越过“巨无霸”车队后，警车
靠边停放，两辆救护车则风驰电
掣驶往市区。

▲疫情期间，宾友华在锦绣香江小区值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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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通知，近几天都有雨。
7 月份在暗涵里清理的 100 立方
米的淤泥还没干，没有达到清运
的程度，只能再缓缓。”8月18日，
天元区市政维护中心的梁晓强电
话通知清淤队队长赵敏武。

清淤 3 年，这次暗涵的工作
对赵敏武和队员们来说是最难
的。“还好，再难也啃下来了！而
且，在此轮疫情前，我们做完了最
繁重的清淤工作，只剩下淤泥沉
积弃置工序。”赵敏武说。

有多难？
158 米 的 暗 涵 横 跨 湘 芸 中

路，深埋在地下 10 米处，最宽处
直径 2 米，最窄处直径 1.5 米，暗
涵内淤泥最高处有 1.6 米。“洞内
几乎全部被淤泥堵住，空间狭窄，
不能进机械，清淤工作只能靠人
工一锹锹地铲、一翻斗车一翻斗
车地运。”赵敏武说，一天下来，他
们至少要挥动铁锹上千次，常常
累得连饭盒都端不稳。清淤队 6
个人，30多天，天天如此。

暗涵里还有一段“硬骨头”，
长30米，直径只有1.5米。赵敏武
说：“这一段有到膝盖的积水。我
们只能猫着腰，将淤泥一桶桶地
提出来。”

“越往里面走，空气越稀薄，
还伴有一股刺鼻气味。”赵敏武
说，他们作业之前会进行防毒检
测，然后用风机传输外部的空气
入内，确保暗涵里空气流通、氧气
充足。

为节省时间，队员们通常都
在暗涵旁吃午饭。夏季潮湿多
雨，滋生的臭气和蚊蝇如影随
形。时间一长，大家已经“不闻其
臭”了。饭后，他们稍事休息，就
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赵敏武说，这份工作虽然每
天与污臭为伍，但能换来城市的
一片洁净和畅通，他对此感到很
自豪，“清淤是个脏活、累活，不过
既然选择了这行，就要干好。” 本版图片均由张媛、袁伟摄，拍摄时间为今年7月。▲泥水常常浸到鞋里，清淤人要不时倾倒。

▲清淤很耗费体力，清淤人一天要喝大量的水。

▲风机传输外部的空气入内，确保暗涵里空气流
通、氧气充足。

▲淤泥被运到暗涵外晾晒。

▲暗涵内空间狭窄，不能进机械，清淤工作只能靠人工一锹锹地铲、一翻斗车一翻斗车地运。

▲暗涵里有一段“硬骨头”，长30米，直径只有1.5米，
清淤人只能猫着腰，将淤泥一桶桶地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