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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参观一下！”

昨天，王自其奶奶，特意
到小市街 35号的杨义
珍奶奶家串门去了。她
一边走，一边感叹：“这
条路，走上去真是舒
服！”

王奶奶家距离杨奶

奶家只有50米远，两人
称得上“好姐妹”，可她
近 30年没到杨奶奶家
串门了。因为，这50米
的路，太难走了。这条路
铺的碎石块，凹凸不平，
而且还有一个 45度的

坡度，平时污水横流，下
雨天更滑，以前她不愿
走，后来她不敢走。
“我也不敢走啊！”

82岁的杨奶奶说，她一
年难得出门一次，即使
出门了，也要喊儿子搀

着，因为一不小心，就会
摔倒。这里几乎每一位
老人，都在这条路上摔
过跤。

杨奶奶说，居民们
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但是一直没有得到

妥善解决。9月6日，家
住小市街 30号的宋秀
珍老太太，在这条路上
跌成了骨折。“看了20
天，花了 2.7万元，现在
还躺在家里。”杨奶奶
说，这件事让她下定决

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她要修路。她的这一想
法，与家住小市街32号
的张双英奶奶，不谋而
合。
“我们俩一合计，

就决定一人出一半钱，

把最难走的一段路先修
起来。”下定了决心，就

立即着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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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一切准

备就绪，便正式开始修
路了。两位老人的 7个
儿子，跟 8位民工一起
行动，一锹一锹挖地铺
下水管道，一筐一筐抬
沙子、水泥，填平道路。
两位老太太也没有闲

着，张奶奶拄着拐杖，给
民工们买来了烟酒。杨
奶奶亲自下厨，给大伙
做饭。

10月2日，一条水
泥路便修好了。“第二
天，水泥凝固了，我走在

上面的时候，忍不住跳
了几下。”杨奶奶的儿子
梁振兴说，跟他一样兴
奋的居民有很多，有小
朋友还兴奋地在这里玩
起了轮滑。

这条路虽然只有短
短40米，但是受益的却
是十几户家庭，上百位
居民，他们每天都要从
这条路上班、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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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这条路一共花了 1
万多元钱，两位老太太
一人出了5000多元。这
笔钱，对两位老太太来
说，是“天文数字”。张
奶奶每个月的退休金，
只有600多元钱，除了

平时开销能攒下100元
就不错了。

杨奶奶没有退休
金，她所拿出的5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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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都是儿子孝敬她
老人家的 “过节费”。

经济状况好的儿子，逢
年过节会给老人两百
元钱，收入差的儿子给
个几十元。这5000多
元钱，她已经攒了 10
年了。“我平时一个子
儿都舍不得花，留着防

老用的，人年龄大了，
总会生老病死的，现在
看病又那么贵……”杨
奶奶的一番话，让人听
了不仅仅是心酸。

之所以把养老的

钱，都掏了出来，两位老
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张
奶奶说，看到宋奶奶摔
倒之后，所吃的苦头，所
花的钱，她们十分害怕，
就怕这种遭遇会发生在
其他人身上。杨奶奶

说，这条路并不完全为
老人们而修。“我们会
死的，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的子子孙孙还要
走这条路，将来，他们
会想到，这条路是我们
两个老太太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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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特意到

现场查看。这条路位于
小市街最南端，大约
40米长。再往北走，就
是一段青石铺就的路，
因为长年被人踩踏，路
面已经凹凸不平，这条

路大约有 150米长。
“我们也想把它一起
修好，但实在是没有钱
了。”两位老人多少显
得有些遗憾。

居民颜顺祥先生介
绍，前年 82岁的老母

亲就在这里摔了一跤，把
腰扭伤了，今年9月他本

人也摔了一跤，把膀子跌
骨折了。他说，住在这里
的老人几乎都摔倒过。

记者还发现，小市街
57号附近的一个路口，
是一道很明显的分界线。
马路南面的路，凹凸不

平，而北面则是一段平坦
的柏油路。

居民李永生介绍说，
相关部门已经多次翻修
57号路口北面的路，但
是每次一到57号，就戛
然而止了。“我们老百姓

只好把南面这段路，叫
‘坑人路’。”

“我一个人受罪就
算了，不要再让其他人跟
我一样受罪了。”正躺在
病床上的宋秀珍奶奶，听
说记者来了，特意让媳妇

找到记者，为大家呼吁，
希望相关部门把这条路
修好。

49岁的梁振兴就出
生在这里，他说，从记事
起，这条路就一直这样。
“我们这里，像是被

遗忘的角落。”李永生说，
两位老太太把她们的“养
老钱”都垫出来修路了，
大家都迫切希望相关职能
部门，别再坐视不理了。

相关部门会不会关注
这条“坑人路”？谁能帮两

位可敬的老人完成心愿？
快报将会继续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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