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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又添新校 九十六中昨日奠基
可容纳学生2400人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司栋彬
实习生 杨冉）昨日上午，郑州市第 96中学
举行奠基仪式。明年秋天，该校将开始招
生，成为郑东新区内第五所中学。

96中位于郑东新区康平路和康宁街交
叉口西南角，校区主要包括综合教学楼和

室内活动室两部分，主体为框架结构，抗震
耐火能力较强。其中综合教学楼地下一层，
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27491平方米。室内活
动室一二层为通高室内活动室，三层为多功
能厅，总建筑面积3612平方米。整所学校设
48个标准教室，可容纳学生2400人。

目前，郑东新区建成区面积已达50平方
公里，入住人口突破30万人，为满足东区居民
子女上学的需要，郑东新区管委会决定开建
96中，并对其他学校进行改建和扩建，已建成
15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其中中学有4所，包括
郑东中学、86中、88中和外国语中学。

每年1.2万块口香糖玷污绿城广场

城市“雀斑”到底黏住了谁

市民声音 美丽环境大家维护
小小一块口香糖，嚼起来轻松，吐在地上就成了城市面

孔上的点点“雀斑”，口香糖带来的污染是老问题，不但困扰
着绿城广场，也困扰着整个城市。那么，治理口香糖污染有
无良方？

采访中，不少市民也对乱吐口香糖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在文化路工作的丁先生表示：“现在口香糖包装上都印有

‘包好不乱丢’字样，盒内有锡纸，专供包裹食用后的口香糖，这
些事都是举手之劳，其实只要‘口下留情’，问题就不难解决。”而
市民王女士认为，口香糖深受大众的喜爱，杜绝生产口香糖也不
可能，但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法律，通过重罚的方式来杜绝乱吐
口香糖的行为。

记者走访了相关卫生部门，据专家介绍，口香糖给口腔带来
了清新，但在口中停留时间久了，也带上了不少病菌；随地乱吐
口香糖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还容易传染疾病，其严重程度并不亚
于“随地吐痰”。

本报记者 王红 实习生 李媛媛 文 李焱 图

豫兴大厦成功爆破
对四邻影响不大

本报讯（记者 郑磊 实习生 汪海龙
文 李利强 图）昨日，位于工人路上的豫
兴大厦成功实施爆破。由于前期安保措
施到位，爆破工作对四周居民影响不大。

上午9时许，记者在爆破现场看到，
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四层防
护措施悉数到位；在爆破点与紧邻的市
煤化局家属院之间，工作人员已挖好一

条 3米深的减震沟，以减轻震源对居民
楼的影响，市地质局专门对居民楼进行
测试，确保居民楼安全。中原区出动数
百名巡防队员维持秩序，临时对工人路
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据悉，豫兴大厦
爆破工作属市政重点工程——于砦城中
村改造项目的一部分，出于快捷、环保的
目的，项目部决定实施爆破，爆破前，已

采取条幅通知、挨家挨户敲门通知等方
式告知四邻。

“轰……”9时43分，随着一声巨响，
高 40米的大楼整体向东北 35度方向的
工地倒塌，现场腾起较大灰尘 (如图)。
市治安队危爆大队副队长刘成俊宣布爆
破成功，他表示爆破结果与专家事先预
期一致，爆破对四周居民影响不大。刘
成俊解释，由于工人路临时交通管制，造
成过往车辆停滞较多，比预定时间提前
15分钟爆破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这次爆破造成临近的一些家属楼玻
璃破损，项目部已安排挨家挨户统计数
目，妥善处理赔偿事宜。

罕见肌张力障碍作祟

小伙儿走路先“跳舞”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员 王文龙）20岁的

小伙黄某，长久站立或静坐后起身时，都会不由
自主地“跳舞”，3年来多方求治，疗效不佳。日
前，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确诊黄某患运动
诱发的发作性肌张力障碍，并成功使用药物将
其症状控制。

昨日，在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站立起来后
再也不会“手舞足蹈”的黄某激动地向记者倾诉
自己以前的烦恼。他说，以前每当他长时间静
坐或站立后起步时，都会感到一侧肢体僵硬，随
后腿部、躯干、胳膊甚至头面部迅速出现不能自
控的扭转和运动，形同“舞蹈”，站立不稳、甚至
跌倒，常引来周围人的观看和嘲笑。这种状况
每天都会出现 5~8 次，每次持续 20~80 秒，因
此，他无法参加体育活动和集体运动，造成很大
的心理负担。3年来，他多方求治，没有医生能
告诉他到底患了什么病。

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韩雄主任医师细致检
查后，确诊这是一种罕见的运动诱发的发作性
肌张力障碍。1967年美国首次发现该疾病，但
40多年来鲜有此类病例报道，极易漏诊、误诊。

据韩雄介绍，这种疾病的患者在发起运动
时，运动调控网络出现瞬间紊乱，各个肌肉群的
运动不能协调一致，引起肢体异常扭转和不自
主运动。这种病症大多与遗传因素有关，但患
者家族中，除其祖母患癫痫外，并无类似患者。

为了解除患者痛苦，韩雄遍查国内外文献
后，尝试使用抗癫痫类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
两周后，患者的症状得到控制，终于能正常起身
走路。韩雄说，对于这种疾病，药物只能控制症
状，还不能根治，而该病的发病原因还是一个
谜，有待于进一步的影像学研究来证实。

本报讯（记者 高凯 实习生 郑巍 通
讯员 拜涛 文/图）“乖乖，活了这么大，
我还没见过这么长的蟒！”昨日早晨，金
水河堤旁，80多岁的李老太看着巡防队
员手中的“猎物”惊叹不已。

昨日凌晨 4时许，杜岭街巡防队员
范永亮等人正在金水河堤巡逻，发现路
旁草丛内有异常，定睛一看，居然是两
米多长的一条大蟒，正“嘶嘶”地吐信
子！众人一愣，大蟒趁机向草丛深处游
走。巡防队员高磊见状，迅速脱下衣服
盖住蟒头，并顺势扑上前去，将它死死
摁住，其他队员回过神来，也一起上前

帮忙。拉蟒尾、抓蟒身、摁蟒头，累得满
头大汗。蟒虽大，终究敌不过人多，挣
扎一会儿就被制服了。在场群众纷纷
夸巡防队员高磊好身手，原来，高磊当
武警时，特别接受过捕蛇培训。

杜岭街综治办的负责人得到巡防
队员抓住蟒蛇的消息后，随即与市动
物园取得了联系，之后，巡防队员“恭
送”大蟒去动物园。动物园专家说，
这条大蟒是青花蟒蛇，属于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无毒，在我们郑州极为罕
见。经测量，这条大蟒长达2.6米，重达
十余斤(如图)。

在郑州生活了近60
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
工作，我会骄傲地说：

“栽树的，在郑州栽了一
辈子树。”

我 和 绿 色 结 缘 于
1951 年，17 岁的我从省
林业干校毕业后，被分
配到郑州林场造林队工
作。那时郑州城区面积
仅有5平方公里，城东北
区域被黄河故道绵延几
十里沙丘地围绕。人们
曾这样描述当时郑州的
生态环境：“无风三尺
土，下雨满街流”，风沙
起时，“遮天蔽目，飞沙
走石”。新建立的人民
政府，把改变“风沙城”
面貌作为执政的第一要
务。作为党培养的第一
代林业工作者，工作伊
始便投入到“改变风沙
城”面貌的战役中去。

我和造林队20多名
同志，整天奔波在花园口
至中牟几十里黄河故道
上，当时条件很差，工作
十分艰苦，行走全靠两条
腿，食无定时，宿无定
所。但我们全不在乎，坚
持不懈地干了4年多，绿
化了近7万亩沙荒地，固
定了 150 多个沙丘。几
度风雨，几度春秋，疯狂
肆虐的风沙之龙，终于被
绿色锁链牢牢缚住，从此
基本摘掉了我市“风沙
城”的帽子。

随 着 省 会 建 设 需
要，植树造林的重点转
移到城市绿化上来。按
照市政府“路修到哪里，
树栽到哪里”“工厂建到
哪里，绿化到哪里”的号
召，我们发挥专业队伍
的优势，植树造林，大显
身手。几年后，金水路
等主要街道长起了一排
排高大的法桐，一座座
居民庭院栽满了绿树鲜
花。全市绿化覆盖率达
35.25%，郑州荣获了“绿
城”美誉。

为了保证植树成活
率，我们在绿化人民路、
金水路这两条“景观大
道”时，所种法桐小树都
是从南京购买的，一棵
几毛钱，但在当时经济
十分拮据的年代，成了
贵重之物。我们倍加爱
惜每棵小树，从挖坑、栽
种、浇水到管理，都一丝
不苟，市领导对这两条
路上所栽法桐也倾注了
心血。当时的市长王均
智骑车在金水路、人民
路来回巡查，发现所栽
的树哪棵有毛病，问题
小的自己当即处理，问
题大的写个纸条记上区
域方位，交给我这个造
林队长处理。当时的副
市长史隆甫拿着钢尺一
个坑一个坑地测量，不
合格者返工。

记得1955年初春的
一天，天下大雨，我乘 2
路公交车从市里返回单
位，车行至人民路十一
中北边路段，我隔着车
窗发现路边有棵小法桐
被冲倒了，便招呼司机
停车，司机不理睬我，我
急忙解释道：路对面有
棵小树被冲倒了，我是
个栽树的，我要把它重
新栽好。司机被感动
了，车停门开，我跑到路
边，小法桐已被路沟里
湍急的流水往北冲去，
我在泥水中深一脚浅一
脚地追赶着，几次滑倒
又起来，终于抓住了小
法桐树，在原树坑里，我
重新把它栽好……

现在，人民路、金水
路早已因高大挺拔的法
桐树而闻名全国，行政区
纵横街道，郑大路、中原
路、嵩山路早已变成了

“绿色长廊”。法桐给郑
州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享
受，法桐为郑州赢得了

“绿城”美誉，作为当年植
下这些法桐的栽树人，我
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

从风沙城到绿城
徐凤州

一坑刚平一坑又起
路旁又见4米大坑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辉 文/图）
“建设路大商新玛特商场附近的人行道，出现一
个深约4米、坑内面积有30多平方米的洞，路面
随时会出现塌陷的危险！”昨日，一位热心市民
向本报热线反映。

昨日上午，记者赶至建设路与文化宫路交
叉口，看到人行道法桐树旁有一个不规则的塌
陷口，洞口直径约1米，隐约可见洞内状似U型

“地下室”。据刚从洞口探出头来的建设路街道
办事处巡防队员张峰介绍，大坑深约4米，坑内
面积有30多平方米。张峰说，上午8时,他们接
到市民反映就赶到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已向中
原区立刻办等部门反映。附近居民称，两个月
前，就发现树根旁有个小坑，由于没有及时填
补，加之近期雨水较多，才导致出现这么大的

“地下坑洞”。
据了解，建设路精品街指挥部工作人员已

赶到现场抢修，预计四至五天抢修完毕。
记者了解到，仅 17日一天，我市就有两辆

公交车陷进路面大坑，惹祸大坑刚刚填平，路
面又见大坑，市民期待有关部门对此问题加
以重视。

金水河边擒大蟒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已送市动物园

核心提示
作为市区最大的中心广场，绿城广场不仅是

省会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商都市民的“脸面”。然而，
记者从广场管理处获悉，据不完全统计，保洁员一年
至少要从广场中清除1.2万多块口香糖残迹，这些
去之不尽的“雀斑”使得这座城市花园“很受伤”。

现场目击 口香糖“脱口而出”
昨日上午，阳光下的绿城广场清风荡漾，三三两

两的市民自由自在地休闲娱乐，而保洁员们却都在
忙碌。“噗……噗……”广场北侧的坐椅上，一对情
侣正大嚼口香糖吹泡泡。“呀！我的掉地上了！”女
孩笑着说，男孩却使劲把嘴里的口香糖吐了出去，

“看我吐得多准！”话音未落，一块绿色的口香糖已
经牢牢黏在垃圾箱上，箱体上“和谐促文明、卫生靠
大家”的字眼异常醒目。

记者随即徒步绕绿城广场一周，只见广场中地面、
坐椅、垃圾桶、路灯杆上、草地中、花圃里，深浅不一的
口香糖残渣不时闯入眼帘，粗略估算，一圈下来记者就
发现了280多处口香糖残迹。

保洁工人 清理起来费时费力
“太难清理了！我当保洁员十来年，就属这污渍最

难清理。”在广场当了多年保洁员的赵师傅，一提起清
理口香糖就头疼。“嚼过的口香糖黏性大，如果刚吐出
来就清扫还容易些，一旦不能当即清理，口香糖就会牢
牢地粘在地面上。尤其天热的季节，吐出来的口香糖
很快就化了，摊在地面上，只能用专业的清洁剂喷在上
面，氧化一会儿后，再用小铲子一点点铲干净。”

采访中，绿城广场的保洁员都普遍表示，清理工
作中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口香糖，除了污渍难清理，
一旦赶上起风的日子，碎纸片、塑料袋还会被口香
糖黏住，得用手一点点抠掉。与体力上的付出相
比，更让保洁员们难过的却是一些游客的态度。赵
师傅生气地说：“平时工作的时候，有的游客看到我
们，故意把口香糖吐到地上；我上前制止，人家就怪
我多事儿。前两天我劝一个年轻人别乱吐，人家直
接顶了一句：‘那还要你干啥’！”

管理部门 一年清理1.2万块
令管理部门苦恼的是，为保持广场环境卫生，广场定期组织

保洁人员集中清理，但往往“保鲜”有效期不长。因为几乎每天
都有个别不自觉的市民在此游玩时随口乱吐，尤其是周末和节
假日过后，广场内的口香糖残迹格外多。据不完全统计，广场每
半年清除口香糖残迹6000余块，一年算来，就要去除1.2万块残
迹，清洁任务量很大。

“广场管理处不是执法部门，只能加强督察，对市民的不
文明行为劝阻。”对于广场“雀斑”难以绝迹的现状，广场管理
处有苦难言。目前，广场成立了园容督察小组和卫生督察小
组，每周至少三次来广场督察，对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进
行劝阻和纠正，因不是执法部门，只能以批评教育为主，不涉
及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