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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立冬 气温略降
未来几天影响我省的冷空气势力不强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实习生 李
璐）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冬”节
气，按照人们的惯常说法，“立冬之日，
水始冰，地始冻。”但记者昨日从气象
台获悉，未来几天影响我省的冷空气
势力不强，很难见到冬意。

据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介绍，气象
学上，把日平均气温连续 5 天低于

10℃的始日，作为冬天的开始。目前，
我市近段时间的日平均气温都在
12℃以上。 省内各地的日平均气温
在 12℃~15℃之间。从历史统计资料
来看，我省进入冬季的时间平均而言
在11月下旬。

立冬到不觉寒。气象资料显示，
未来几天，我市仍是以晴间多云天气

为主，气温小幅降，今天我市的天气为
阴转多云，温度 11℃~16℃；明天多云
间晴，温度为8℃~15℃。

气象专家提醒市民，立冬后，
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减少，天
气转冷，最低气温将逐步降至 0℃
以下，外出时应添加衣物，预防感
冒。

本报讯（记者 潘燕 实习生 赵阳）我市将建立起高效
快捷的审查审批机制，加快旧城改造项目各项办证进程。
昨日，市政府制定出台了“郑州市旧城改造工作程序”，以
保障全市旧城改造项目的顺利实施。

编制全市旧城改造3年规划
按照规定，我市将编制出全市旧城改造 3 年工作规

划，拟定全市2009年~2011年旧城改造项目,并会同市规划
局及相关部门划分出重点改造的区域、支持改造的区域和
允许改造区域。同时，还将建立起2009年~2011年旧城改
造项目数据库,对全市旧城改造项目进行动态管理。

市发改委将依据全市年度旧城改造的计划，下达年度

城市建设计划。市有关部门必须将全市旧城改造年度计
划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

建立高效快捷审查审批机制
市政府在“程序”中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分工，规定了明

确的办结时限。
按照规定，各区政府负责组织具有相应资质的法人实

施旧城改造项目的拆迁,做好拆迁居民安置过渡工作，并
按期提供建设用地。市房管局负责注销拆迁居民原有房
屋所有权证，设定安置住房、配套开发商品房、廉租住房及
周转住房的户型、套型面积土地出让前置条件。同时规
定，房管部门必须在注销拆迁居民原有房产证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从快完成旧城改造办证手续
为确保旧城改造项目顺利实施，市政府要求各区政府

对相关资金实施监管并及时拨付。同时，要落实旧城区改
造范围内配套规划的区管道路、绿地、公共停车场、学校、
医院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市政府还特别规定了加快旧城改造项目竣工各项办
证手续的完成时限。按照规定，市房管局为居民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时，资料齐全并符合报件要求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完成。区国土资源局为居民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资
料齐全并符合报件要求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公铁联手
棉农返乡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刘世忠 文 李利强 图）
今年首批规模最大的赴疆棉农昨日抵郑，铁路、公路联手
送棉农回家。

昨日14时许，晚点4个小时的郑州铁路局赴疆接棉农
专列驶进郑州站。郑州火车站在南北出站口设立“摘棉农
民工爱心服务点”，为旅客提供茶水、药品等免费服务，并提
前与省、市、县地方劳务输出部门联系，详细统计需乘坐火
车中转的棉农数量，提前预留足量中转票额；对需要转乘
汽车的团体棉农，与长途汽车中心站联手，在中心站的售
票二厅开设专门的售票窗口，确保棉农快速、安全返乡。

据介绍，今年郑州火车站摘棉农民工返乡时间将持
续到 12月上旬，将办理棉农返程中转或到达临客 53列，
接送棉农达 5 万多人。从昨日开始，返回郑州火车站的
棉农专列将持续到 11月 22日左右。具体到达时间和车
次是：11 月 10 日、12、14、16、18、19、20、22 日库尔勒——
郑州的 L358 次，到郑时间是 10：10；11 月 11 日、14 日、19
日乌鲁木齐——郑州的L158次，到郑时间是6：16。

11月 5日，本报报道了郑州市对已安装壁挂炉的天然气 IC卡用户适量放宽气
量指标的消息。昨日，记者在不少燃气营业所看到，前来买燃气的用户排起了长
队。郑州燃气股份公司第一营业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天前来购买燃气的居民多

达400余人，不少人早上没开门就在营业所门前排队了。
本报记者 宋 晔 摄

万能钥匙
智能盗车

高科技盗车团伙落网
本报讯（记者 陈思 实习生 张笑立 通讯员 胡洪禹）

“万能钥匙”、“GPS信号干扰器”，凭着做工精良的盗车工
具，4 名疑犯不到一分钟就“成功”将山西某机关的一辆
本田轿车“搞掂”。昨日，这个利用“高科技”盗窃的犯罪
团伙在郑州销赃时，被中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擒获。

4日上午，中原公安分局刑警得知，有人在京珠高速
郑州出口处卖车，几名侦查员便衣前往，只见一辆七成新
的黑色本田雅阁轿车停在路旁，前后均无牌。经查询比
对，该车系山西某机关今年10月被盗的车辆。在事实面前，
4人交代，这辆车是10天前的一个晚上，在太原一饭店对面
偷来的。事后，他们将车牌摘掉，连同行车证一块扔了。

在这辆车上，民警发现一套做工精良的盗车工具。
有：“信号拦截器”、“万能钥匙”、“GPS信号干扰器”，还有
专门用来打开车内点火开关的小锉子、锥子等。杜刚今
年 26 岁，湖北仙桃人。去年，他在网上无意中看到轿车

“解码器”，立即花 6500 元买了一套，还专门参加开锁技
术培训。随后，他便天天扎在书里，研究如何开锁、如何
使用“解码器”、如何制作工具等。

今年4月以来，杜刚在网上先后结识四川人邓洪海、
新乡人杨永周、南阳人张宇宙，4 人臭味相投，没想到刚
出手就被抓获。目前，4人已被刑事拘留。

品尝香浓咖啡 俯瞰全市风景

投资者青睐顶楼经济
本报记者 王 璇 实习生 郝 萌 文/图

繁华的都市，忙碌的工作之余，约上几个好友坐在 20
多层的咖啡厅里，一边品着香浓的咖啡，一边欣赏郑州的风
景……眼下，郑州高楼耸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咖啡厅、
茶馆开在了高层写字楼里。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农业路和花园路交叉口的一座大
厦里，找到了坐落在 24层的咖啡厅。走进屋内，60多平方
米的小屋有着家的温馨，店里摆着不同品种的咖啡。咖啡
馆的店主丁丁告诉记者，最初将咖啡馆开在写字楼里，是因
为这里年轻人多、工作压力大，他们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坐在这里，喝着香浓的咖啡，看看郑州的风景。

“咖啡馆开张后，并没有散发宣传单，打广告，甚至在这
个小咖啡馆所在的写字楼上，我们也没有做过什么宣传工
作。”丁丁说，“这个店靠的是朋友间的口碑相传，来的人感
觉好，就告诉身边的朋友，这样，来的人越来越多。”

随后，记者走访了郑州几处写字楼，楼内不乏一些茶
馆、咖啡厅、美容店、健身房的“身影”。在凯旋门10层工作
的张小姐告诉记者，她下班后会选择下 6楼的健身房锻炼
身体；在工作劳累之时，去茶馆品一杯清茶。“这种生活方式
很受我们公司同事的欢迎。”

河南财经学院陈光明教授说，如今郑州的高楼大厦越
来越多，“顶楼经济”将会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投资方式，也
是市民生活品质提高的见证。

老行业 新门道
弹花店 有看点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文/图）“有一天我走过一家古老
的棉被店，里面传出一种声音听起来多新鲜……”唱起儿时
这首有关弹花店的歌，突然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但昨日，
记者在文化宫路一家弹花店惊异地看到，这种“古老的棉被
店”如今已是“鸟枪换炮”了。

“师傅，你脸上戴的是啥装备，咋看着像潜水员呢？”昨
日，记者看到在一个弹花店门前有个工人脸上戴着一个类
似潜水装置的东西，很是吸引人的眼球。这位姓岳的师傅
告诉记者，他脸上戴的是防尘面罩，以防灰尘和棉絮纤维进
入口鼻。在该弹花店，记者没有听到发出“枯燥琴声”的竹
竿和线弦。岳师傅指着店中一个大型设备向记者介绍说：
这叫“双滚全自动一次成型弹花机”，另一台设备是专业网
套设备。他说，目前这些新型设备全是自动化，不仅节省人
力，而且噪音低、飞尘少。

岳师傅介绍自己在此开店已有五六个年头了，弹棉花
这种老行业不仅没有被淘汰掉，反而更赚钱了。最主要的
一点是，在健康安全作业方面，也有了划时代的进步。他取
下脸上的防尘面罩对记者介绍说：“瞧！不同方向有好多层
过滤网，不像过去，戴个口罩，天天搞得灰头灰脑，像掉进了
大面缸！”

没钱上网
凌晨去抢

本报讯（记者 陈思 通讯员 徐良 吴立达）迷恋网络，
但无钱上网，于是在凌晨拦路抢劫。管城区人民检察院
日前将刚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董某逮捕。

董某是孟州市人，刚满18周岁。他在2006年后就开
始外出打工，后迷上了网络，并且经常住在网吧里。一日
凌晨，董某没钱上网后就一个人在街上闲逛，当他走到鼎
新街中段时，看见一个挎包的单身女子一边走路，一边打
着电话。董某把心一横，就跟了上去，大约跟了二三十
米，董某上去用右胳膊从背后勒着她的脖子将其仰面摔
倒，趁机抢过她的挎包就跑。他跑到一个院子里的楼梯
上躲了一会儿，过了两三分钟，出来躲到一棵树下翻看挎
包里的东西时被巡防队员和被抢女子发现，当场被抓。

昨天上午，管城区回族幼儿园内，老师带来了电源插
座、装满开水的暖水瓶、灭害灵喷剂等几件“危险”物品，
通过情景模拟和演示，提醒小娃娃远离危险物品。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股股暖流让植物人开口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薛建州 文/图

因生活在关爱的暖流里，患脑溢血瘫痪5年的植物
人终于说话了。昨日，记者来到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
事处河医南社区采访，被他的真情故事感动了。

夫妻情深
“这对夫妻是从河南尉氏县来郑打工的农民，今年

47岁的丈夫付温松5年前突发脑溢血，命虽保住了，但
长年瘫痪在床，成了植物人。妻子胡凤莲不离不弃，精
心伺候，终于使丈夫开始会说简单的话。”

昨日中午，社区主任黄倩华领着记者走进胡凤
莲夫妇租住的小屋时，她正给丈夫喂午饭，她把用豆
浆机搅拌好的糊状饭菜倒在碗里凉着，然后拿出一
根胃管插入丈夫胃中，再用针管吸了糊糊，慢慢地注
射进去。

在交谈中得知，为避免丈夫长时间不活动导致肌
肉萎缩，胡凤莲每天要帮助丈夫翻三四次身，帮他做胳
膊和腿部伸展运动和按摩；丈夫大小便失禁，她总是及
时清洗，屋内闻不到一点异味；天好时，她就把丈夫推
出去晒太阳，把体重 170多斤的丈夫抱到轮椅上，每次
都累得她满头大汗……

胡凤莲用夫妻恩爱之情，时时温暖和感化着丈夫，
得病后身体各部位失去知觉的付温松，9个月后终于有
了意识，右胳膊和右腿也略微能举动。

“有段时间，我几乎撑不住了，多亏了社区和街坊
邻居的关爱，才坚持了下来。”胡凤莲抹着泪说。

众人相帮
1998 年胡凤莲和丈夫相继来郑做小商品生意，租

住在河医南社区的一个大杂院内。因为没有郑州户

口，所以不能享受本市低保待遇。社区对他家的困境
十分同情，除了将他家的卫生费全免外，每到逢年过节
都要拿着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前去慰问。去年 11月，
社区和五里堡派出所协商，想法把胡凤莲一家的户口
从老家转到了郑州，并帮助办了低保手续。

住在胡凤莲隔壁的老共产党员王社恋，有空就过
来嘘寒问暖；平时到农贸市场买菜有意多买一些，送给
胡凤莲家；家中熬了好喝的稀饭，总是端上一碗送给付
温松喝。

好邻居郑新义师傅会电焊手艺，看到胡凤莲用轮
椅车推丈夫进出门不方便，就专门买来三角铁，焊接了
两个铁架子，放在门槛两侧。从此，胡凤莲推丈夫外出
晒太阳再也不用发愁了。

就这样，众多好心社区居民奉献爱心，使胡凤莲一
家生活在关爱的暖流里。

短短五百米
六只“拦路虎”

快拔掉园田路上的断裂线杆

昨日，读者给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在
金水区园田路 500多米长的路段上，就
有6根线杆根部断裂，十分危险，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拔除这些“拦路
虎”，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

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