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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旅客出游

机场增加多条华东和西南航班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鹿兆

民 实习生 张笑立）3 月 29 日全国民航
航班换季，开始执行 2009 夏秋季航班
计划。昨日南航河南分公司有关人士
表示，将增加郑州—成都、郑州—南
京—厦门、郑州—南京—福州、郑州—

武夷山—厦门四条航线上的航班量，以
方便旅客出行。

据 介 绍 ，这 些 城 市 都 是 旅 游 城
市，随着天气变暖，外出旅游的旅客
增多。南航在郑州—成都往返航线
上，每天再增加一班，达到每天三班；

郑州—南京—厦门往返航班，由每周
一、三、五增加到每天一班；郑州—南
京-福州往返航班，由每周二、四、六、
日增加到每天一班；郑州—武夷山—
厦门往返航班，由每周一、三、五增加
到每天一班。

出租车计价器
明起开始调整

4月18日起全部实行时距并计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实习生 席宁华）市民关注的郑州

出租车“时距并计”计费方式明日起开始实施，在郑州乘坐
出租车，低速、怠速（停车等待）累计计时超5分钟，每满5分
钟将收取1.5元租价。

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3月18日至4月18日，为
郑州市出租车计价器调整时间，在此期间，新旧两种计价方
式并存。到4月18日以后，郑州市所有出租车统一实行“时
距并计”计费方式。

郑铁集中整修
770辆绿皮车

3月下旬起将以崭新面貌迎客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马泳）从昨日起，郑州铁

路局首次大规模对 770辆绿皮车进行专项“美容”。从 3月
下旬开始，“美容”后的绿皮车就能上岗服务旅客了。

据悉，铁路客车目前处在新老交替的转型期，高速、时
尚的动车组等新型车体正在愈来愈多投入使用，但是，相当
数量的绿皮车仍然不可或缺，仅郑州铁路局就有 770 辆绿
皮车仍然在郑州至乌鲁木齐、重庆、安阳等多条长、中、短途
线路上“服役”，数量占到了该局旅客列车总数的1/3。

自3月16日起，按照铁道部统一部署，郑州局专门针对
绿皮车展开的“美容手术”正式拉开帷幕，这次专项整修将
历时 4个月，重点针对列车的外皮和车内生活服务设施展
开。为确保绿皮车切实达到“变脸”的目的，负责具体整修
工作的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车车辆段出台了精细的整修质量
标准，如：对于车厢外皮油漆，必须全面消除脱落、褪色、鼓
泡、龟裂现象；车厢洗脸间全部更换为不锈钢洗面台，装配
统一规格为 1000×600mm的铝合金框面镜；以前绿皮车上
常见的木制宣传框将不复存在，全部用铝制边框替代；厕所
间内易破裂、存垢的陶瓷蹲便器将一律改为不锈钢制品。
除此之外，对绿皮车内的地板、暖气罩、洗手盆、冷水管路、
车窗、各种标识、座席、窗帘杆、扶手杆等所有部位，均制定
了详细的整修标准。

据悉，为高质量完成绿皮车整修任务，郑州客车车辆段
专门按照铁道部标准打造了一辆“样板车”，组织整修人员
观摩、学习。从3月下旬起，郑州铁路局的绿皮车将陆续以
全新面貌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高凯）“越是有困难，越
要敢挑战，来，大家试着向上攀！”昨日，在
我市一家攀岩俱乐部内，来自经三路某地
产公司的员工们在拓展培训教员的指导
下，尝试攀岩运动，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员
工信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这家公司的领
导和员工们在年龄、体型上差异较大，但

每位“挑战者”都信心十足，不断挑战新的
高度。“从来没有爬得这么陡、这么高，现
在通过努力爬上来后，没有了胆怯，信心
大增，以后工作中就是有再多困难也不怕
了。”参加拓展培训的员工曹林领说。

时下，金融危机让各类市场疲软，有
些公司甚至是效益还没下来，员工们的情
绪就先落了下来。记者走访市区内一些
房地产、印务、婚庆等公司，一些负责人表
示，这时候亟待树立大家的信心，便想到
了拓展训练。于是，市区各类拓展培训机
构抓住市场需求，纷纷推出提升团队信
心、领导能力、公关培训等拓展活动，来满

足企业、公司的需求。
“团队信心拓展、营销人员拓展，这两

个拓展项目最受欢迎，公司和企业现在最
需要的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扭转公司
效益下滑的局面。”进入 3 月后，花园路上
一家拓展培训机构迎来了6个单位的拓展
预订，订单多在万元之上。该机构负责人
杨新说，此前，公司中接到拓展预订最多
的是领导能力拓展以及相关理论拓展，但
现在接到的多是提升营销人员信心，促进
员工团结的拓展预订，这反映出单位急需
振奋员工精神，从而赢得新的发展。

据了解，目前在市区的拓展培训市场

上，培训科目五花八门，有针对管理者、业
务人员、办公室人员、公关人员等多种形
式的拓展培训，培训形式涵盖理论拓展培
训和体能拓展培训，通过强化人的心理和
体能，双管齐下来提高训练者的能力。培
训科目的费用根据人数和教学环境收费，
低的在几百元左右，一些高级拓展培训甚
至要上万元，市场潜力巨大。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市区内经三路、
红旗路、大学路等多家拓展培训公司，了
解到多数拓展培训公司业务量都在年后
有所增长，尤其是周末拓展项目，更是受
到众多单位的欢迎。

电视购物
买来手机模型

消协提醒保留凭证以便查处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洪岩）电视购物买

手机，送来的竟然是手机模型。昨日，贾先生电视购
物遭受骗局。

昨日下午 4时 30分许，快递员小李拿着包裹来
到南阳路与南封街交叉口处找到贾先生，包裹里面
装的是贾先生两天前通过电视购物买的手机。由于
要先付款才能打开包裹，贾先生赶紧将钱付给了小
李。随后，贾先生拆开包装，拿起来摆弄了两下，“怎
么不太一样啊？”贾先生仔细一看，里面装的不是自
己要买的手机，而是一个手机模型。

贾先生说，前两天他在电视购物上看上了一款
手机，功能比较多，样子又新潮，价格也比较便宜，才
700元。想到这款手机是货到付款，可以避免风险，
于是便订购了一部。

发现上当后，贾先生急忙按照包装上的热线电
话打了过去，可一直打不通，于是慌忙报了警。“昨天
还看3·15晚会，上面有个事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贾先生懊恼地说：“没想到刚看完我自己就碰上了。”

市消协有关人士称，随着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等
购物方式的兴起，此类消费投诉不断增多。现在
很多商家打着“货到付款”的幌子欺骗消费者，其
实他们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现金，即消费者收
到邮寄物品时需先付货款，然后才能验货。此种情
况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保留购物证据，以便工商人员
及时查处。

技术培训
助农民工快乐就业

本报讯（记者 梁晓 文/图）“多亏了政府的技能
培训，不仅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还帮我找到了对
象。”昨日，家住高新区石佛办事处的张军伟一脸幸
福地告诉记者。原来，在经过政府免费培训后，此前
一直四处打工的他不仅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还新交
了女朋友并结为连理。

昨日下午，记者在高新区的一家磨具厂内见到
张军伟时，他正在操作台前认真地干活。“虽然在别
人看来，我的工作很简单，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知
足了。”说话间，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自己的操
作台。据他介绍，之前他曾干过传菜员、刷碗工，也
在一家铝厂临时拖地，每月只有不到300元的收入。

2008年年底的一天，在家待业的张军伟从电视
中看到了高新区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消息
后，第二天就到办事处报了名。“我当时报名学习的
是焊工，结业后就找了这份工作。现在，一进工厂就
有人叫我‘老师儿’。”他一脸兴奋地说。

张军伟不仅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工资也比原
来翻了好几番。“经过培训，我的底气足了，干什么事
都比原来自信。去年找了一个女朋友，现在已经结
婚了。”他幸福地说。采访最后，他想通过本报对广
大农民工朋友说一句话：转变观念，苦练技能，把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发条短信警察就来发条短信警察就来
人民路派出所推出辖区“拇指报警系统”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梁国
立 文/图）昨日，人民路派出所正式向
辖区群众推出“拇指报警系统”，以后居
民遇紧急情况或需帮助，不用呼喊、跑
腿，动动手指就能将民警叫到跟前。

三天前，人民路派出所辖区的居
民王大爷家的“贵宾狗”丢失，正在测
试“拇指报警系统”的民警了解到王
大爷的情况后，利用该系统向辖区巡
防队员、小区门卫等发出短信。短信
发出后，民警收到 100多条关于丢狗
的短信线索，经筛选，确认了一条“某
小区门卫处有特征相同‘贵宾狗’一
只”的短信，民警根据该线索顺利帮
助王大爷找到爱犬。

记者在现场看到，“拇指报警系
统”有一位民警值班，专门负责发出
所内信息和接受群众报警。据这位
民警介绍，系统成功实现了和辖区巡
防队员、居民、门卫、片警等的对接，
目前已开通短信接警、短信出警、短
信追逃等多种功能。通过短信互发，

不仅节约了警力，也提高了民警办案
效率，实现了警民随时随地进行互动
对话。另外，该系统还将在每天早晚

向辖区治安负责人、巡防队员、出租
房主、居民等发送警情动态，随时发
布辖区治安情况。

耄耋老人篆字如花
本报记者 郑磊王璇 文/图

“远看为字，近看为花，花中有字，字里藏花。”在郑州城
隍庙会上，一位外国艺术家这样评价袁洪伦老人的“梅花篆
字”。如今，80 岁的袁老先生想把这项绝活免费传授给有
心人。

昨日上午，记者慕名来到美好佳苑老人的家中时，老人
正在专心绘制“梅花篆字”。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挂满了梅
花篆字，每个字都由“梅花”、“蝴蝶”等图画构成。老先生告
诉记者，梅花篆字是他二十多年来钻研的一种字体，这种字
体远看是字，近观像花，被他称为“花鸟字”。“要掌握这项艺
术，既要有书法功底，还要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二十多年前，袁洪伦退休后身体一直不佳，曾经一年住
院七次。在医院里，他反复思考着出院后该做些什么，喜爱
书法的他回家后翻箱倒柜，找出一副用梅花篆字写的对联
开始琢磨，于是，研究梅花篆字成了老人出院后的目标。刚
开始，袁洪伦掌握不住要领，写一幅字往往需要半个多月，
要么梅花枝丫画多了，要么就是梅花与篆字无法完美结
合。后来，老人听说管城区有个人精通梅花篆字，于是辗转
找到了那位高人，并请教梅花篆字的精髓。慢慢地，袁洪伦
琢磨出一些规律来：“篆体是骨架，梅花是灵魂，只有两者有
机结合，才能得梅花篆字的精髓。”

袁洪伦的梅花篆字越写越好，他还进行了创新，发展出
了“花鸟字”，把蝴蝶、小鸟、花朵和字结合起来，亦书亦画。
功夫不负有心人，与“梅花篆字”结下不解之缘的袁老先生
此后多次获奖，2004 年被国际艺术资质认证组织授予“民
间美术师”称号，2005 年在中美旧金山书画大奖赛中被评
为“国际优秀书画艺术家”。

“梅花篆字”出名后，街坊邻居都来老人家里看稀罕，有
的还缠着写对联。袁老先生总是来者不拒，并且义务收了
几十个徒弟，最大的已七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几岁。“只要
他们愿意学，我就免费教。”老人说，他想把这项濒临失传的
民间艺术传给更多的有心人。(图为袁洪伦的老伴在展示
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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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女和门卫夫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蒋利晓 通讯员 刘翠

“现在俺俩过得可好，经常手拉
手逛碧沙岗公园。”昨日下午，记者到
大学路办事处兴华社区采访，巧遇两
年前社区的一位新闻人物——中年
男子周天宝和他的妻子郭丽红，这对
夫妻向记者说起了他们婚后的恩爱
生活。

两年前，一对社区平凡人物的轰
动婚礼惊动了新闻媒体，智障女子郭
丽红的命运也因社会众多人的关爱
而转折。郭丽红是郑州手表厂的一
名员工，母亲去世给了她沉重打击，
精神开始异常。工厂破产后，郭丽红
把自己关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身边
又没有亲人的照应，到处捡垃圾吃垃
圾。新华社区工作人员把她送到精
神病院，经过与医院协商，减免了她
的医疗费，一年多的治疗后，郭丽红
的病情好了很多。

谁来照顾郭丽红出院后的生活
呢？社区张罗着给她找个伴。这时，
有人把周天宝介绍给了郭丽红。周
天宝是个孤儿，在北京打工。“他们真
的很有缘分，小宝第一次在医院见到
小红，对她没意见，小红对小宝感觉
也不错。”社区刘琴主任告诉记者。
社区给两位新人化妆，又请来免费司
仪，免费拍婚纱照，体体面面把郭丽
红嫁了出去。

为了照顾这对患难夫妻，社区给
周天宝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每月
600元。为了让郭丽红体会到正常人
的生活，社区也给她找了个打扫家属
院楼栋的活。夫妻俩每月收入约
1000 元。门卫的岗位又不用交房租
和水电费，两人生活无忧。

社区很多人都夸郭丽红会过日
子，1000元收入把生活调理得有滋有

味。刘主任说，经常看见郭丽红提着
鱼呀、鸡呀的回家给丈夫做饭。郭丽
红还有个记账的习惯，买什么花了多
少钱都在账本里记得清清楚楚，超市
什么时间促销，郭丽红都很清楚，能
把一分钱当两分花。

社区居民还说，郭丽红疼老公带
样。周天宝值夜班到 12 点多，郭丽
红总是让老公先睡，夜里一两点有人
叫门，她去开门，大清早再把家属院
打扫一遍。听到邻居夸赞自己的妻
子，朴实的周天宝脸上总是有掩藏不
住的微笑。

没事时，周天宝会牵着妻子的手
去附近的绿城广场或碧沙岗公园散
步，平淡生活中流淌着幸福和满足。

平凡人物的故事其实给我们很
多启发，刘主任说，家里有金山银山，
不如恩爱夫妻过得甜。

动物园科
普教育馆昆虫
生态园免费开
放以来，每天
来参观的市民
络绎不绝。在
这里不仅可以
观 赏 到 3000
多种昆虫标本,
还能了解到许
多昆虫知识。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