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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林 文/图

7 年前，一次意

外的高烧让他神志

不清，成了智障儿。

如今，10岁的他不能

上学，只能和奶奶相

依为命。残疾的父

亲、智障的母亲，一

贫如洗的家，“没钱

让他治疗”。担心他

会 走 丢 ，每 上 一 次

街，奶奶都只能无奈

地用麻绳拴住他的

双手。昨日上午 10

点，在省城北一环路

白水坝公交站台，小

磊（化名）躺在地上，

稚嫩的双手被麻绳

紧紧套住，麻绳那一

头则是奶奶“在滴血

的心”……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合六路是合肥与六安市之间距离最短

的重要公路通道。2000年，这个路段经安

徽省政府批准，由省公路局与香港路劲基建

公司（以下简称港方）共同成立路宇公司投

资经营，双方各占 50%股权（后省公路局

50%股权转至省交通投资集团），合肥段与

六安段分别设立一个通行费收费站，经营期

限至2025年。

在此后的运营和管护中，由于六安至合

肥方向运输沙石建材等的大型车辆超限、超

载严重，该方向路段长期遭受超负荷碾压，

坑洼不平、损坏严重，亟待改造，与合肥至六

安方向的路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被老百姓

形象地称为“阴阳路”。

前世：一条公路两家单位经营

合肥、六安大交通即将打通“任督二脉”
细数合六路“前世”且看新通道“今生”
记者 刘甜甜

经常要走合六路的人们，纠缠的心结，终于要打开了。今年12

月下旬，从六安市境内开始的一期工程改造，即将掀起合六路“升级

风暴”。不仅如此，合六之间的“第二通道”也已经在进行线形规划，

合肥、六安主干路网，即将打开“任督二脉”，届时六安将迈入合肥

“一小时通勤圈”的大交通时代。

对合六路进行改造，百姓的呼声一直未

停，可这条老路却一直没动静。为啥？经营

权分属两头，谁能体会到“一女二嫁”的甘苦？

在经营权的问题上，港方无意合六路实

施改造，并于2010年9月15日主动向安徽省

交通运输厅提出提前终止经营权的请求。

2010年11月16日，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召开收

回合六路收费权益第一次洽谈会，会议确定

由港方分别与两市政府共同委托相关机构，

对合六路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对道路状况进

行检测评定，所需费用由各方分担。

如今，合六路道路状况检测及财务审计

工作已经完成，两市与港方的谈判工作也在

持续的进行之中。

纠结：“一女二嫁”甘苦有谁知？

记者手记 谁为“悲情”家庭拭去泪水？

7 年来，由于担心智障的孙子走失，每

次上街奶奶都要这样无奈地拴住他的双

手，她也想松开，让孙子去翱翔，可现实不

允许。

被拴紧的是小磊的双手，疼的却是奶

奶的心，同样也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奶奶

的无奈和悲凉。

社会上像小磊这样的“悲情”家庭还有

很多，我们相信他们身边肯定有很多的好心

人，但是让这样的家庭走出绝望，是一个系

统性的社会课题，在得到民间爱心组织的关

爱的同时，还更需要国家制度的保障。

可能是饿了，男孩见到奶奶从衣兜里掏

出两枚硬币，从旁边早点摊推车上要了一杯

八宝粥后 ，一骨碌爬了起来，坐在地上。撑

在地上的两只没有穿鞋的脚，尺码显然超出

了他现有的年纪。见大家都在看他，男孩也

咧开了嘴，但斜视的眼神显得有些不自然。

“孩子长得真好，太可怜了……”听到路

人的些许安慰，奶奶老泪纵横。

面对路人质问为何要将孙子拴住，奶奶

有苦难言。擦干眼角的泪花后 ，奶奶道出

了实情。

据奶奶透露，2001年小磊出生，小时候

模样很俊，也聪明。伴着小磊的出世，一家人

沉浸在欢乐之中。可小磊三岁那年，一切发

生了改变。一天小磊突发高烧，家人本以为

只是普通的发热，过几天就会好。可这次发

烧后，小磊开始变得有些痴呆。此后，家人也

试图去大医院给小磊看病。贫寒的家境，加

之小磊已过最佳治疗期，家人最终放弃了医

院治疗，而是企盼小磊能自然恢复好。

一场高烧，开始了他的“捆绑童年”

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路过省城北一

环路与蒙城路口发现，在马路对面白水坝

公交站台处，人头攒动。拨开人群，一身着

黄色毛衣、牛仔裤的男孩，躺在广告宣传牌

下，双手被麻绳紧紧套住，一位老奶奶紧紧

抓着麻绳的另一头。

几辆公交车到站，车上下来的人又围

了过来：“这孩子怎么搞的？”“是小偷

吗？”……人群中，各种猜测都有。

据一位知情的环卫工大姐介绍，男孩

今年10岁，是个智障儿，拿着绳子的老人是

孩子的亲奶奶。

双手被绑男孩睡在公交站台

7年前意外高烧后，每次上街奶奶都要拴住他的双手

无奈的捆绑苦涩的童年

用麻绳拴住孙子，奶奶自己也很心痛，

“不拴着，他到处跑。”据奶奶介绍，小磊的

父母目前都无自理能力，父亲早年干活时

眼睛受了伤，落下了终身残疾，而母亲也是

智力残疾。照顾小孙子，只能全靠奶奶一

人，出门都要带在身边，生怕回家后小磊不

见了踪影。

市里车子很多，为了不让小磊到处乱

跑，奶奶几乎每次上街，都要将小磊双手

绑住，“牵着”小磊走。据奶奶回忆，曾经

在家附近，松绑后的小磊如脱缰的野马，

四处乱窜，“好不容易才被我抓回来。”

奶奶告诉记者，小磊被捆绑已有好几年

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知道捆绑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六安境内一期升级改造工程，已经确定

于今年12月下旬开工；合肥市方面，已经完

成了改造的立项（省交通运输厅已经批复），

初步设计文本也已经编制完毕，待相关前期

工作程序完成后，即可具备开工条件。

与此同时，合肥、六安还谋划着“合六第

二通道”的快速进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的

线形优化，合六第二通道合肥段，繁华西路

至肥西铭传乡小团山线形已明确，小团山至

六安段，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建议向西南接六

安椿树镇南约2公里处。也就是说，未来，

两市市民迈过小团山，就可以互通往来了。

惊喜：“合六第二通道”推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