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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闯红灯越来越少 专用车道越来越“专”

乘坐快速公交市民交合格答卷
本报记者 张丽霞 实习生 张丽楠

人生处处不考场。新开通的城市快速公
交在为市民提供快捷、舒适出行服务的同时，
也在考验着每一位市民的文明素质。从5月
22日测试运营至今已近一个月，我市市民用
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闯红灯的行人
和车辆少了，驶入公交专用道上的社会车辆

也少了，乘坐快速公交的乘客越来越多，为老
弱病残人员让座的也多了。快速公交加速推
广了公交优先的理念，提升了城市形象，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民的素质。

专用道越用越“专用”
昨日 7 时，记者来到桐柏路与中原路

站，不到两分钟一辆满载乘客的快速公交
驶入站台，乘客上车后，车长缓缓启动车辆
驶向远方。

“现如今，早晚高峰时段每 2~3分钟就能
发一趟车。”郑州快速公交公司负责人说，与
刚开通时相比，快速公交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主要原因是快速公交专用道越来越名副其实
地专用了，其他社会车辆闯入公交专用道的
现象越来越少。

行人闯红灯越来越少
快速公交站台的人性化设计，也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行人的安全系数。采访中，记
者发现，快速公交途经的一些路口，等红灯的
市民明显比过去多了，在绿灯时没能穿过马
路的市民，多数都站在快速公交站台入口的
通道边或安全岛内。

55岁的退休市民张先生说：“现在马路越
来越宽，快速公交站台设在中间，让过马路的
行人有了一个‘缓冲地带’，方便了我们这些
老人和孩子。”

“让座之风”暖心扉
我市公交车厢内的让座风气，一直以来

都是市民引以为豪的事情，也得到不少外地
来客的称赞。如今，这股让座暖风在快速公
交车内依然盛行。

昨日 8 时，记者乘坐快速公交赶往农业
路，一名孕妇刚一上车，周边的年轻人就开始
争相让座，就连一位身背微驼的老大爷也加
入让座行列。

公交优先深入人心

“公交优先不是让公交车搞特权，实质是
让百姓出行优先。”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巴振
东说，从首届无车日到近期的快速公交线开
通，公交优先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市民认
可和支持。

家住省博物院附近的王女士，由过去开
私家车上班变成现在的“公车族”了：“快速公
交又快又舒服，比自己开车省心、省钱又环
保。”与王女士不同，过去经常打车的宋先生
算的是“经济账”：“有了快速公交后，从中原
路到花园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再不用着急打
出租，一个月能省下几百元交通费。”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个别的不文明现
象，快速公交车上偶尔还有人乱丢垃圾。但
我们相信，随着公交优先理念的深入人心和
市民素质的继续提高，类似的不文明现象会
越来越少。

城管错时上下班 紧盯占道早夜市
早6：00~7：00 午11：00~12：30 晚5：00~10：00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集合完毕！现
在出发到重点部位清理占道经营，发现问题
要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昨日6时30分，市
市政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三大队执法队
员和各区业务负责人汇聚到紫荆山公园门
口，开始了一天中的早督查。这是该支队实
施执法人员错时上下班以来首次集中督查。

6时45分，执法人员来到农业路与文博
东路交叉口的早市，平时，为不影响市民上下

班，执法人员会在7时30分督促商贩撤摊，而
在此之前，一些商贩常常占据农业路，对主干
道上的交通造成影响。昨日，由于督查及时，
占据农业路的商贩早早就不见了踪影。

“进入夏季，早夜市占道经营增多，如
果执法人员还按部就班，就会形成管理空
档。”支队长曹文兰说，为此，市市政管理行
政执法监察支队将全员上岗，每天对各区
督查一次，对重点部位、主干道上占道经营

的早夜市进行督查整改，对二次通知不整
改、第三次发现同样问题的，将由市城市管
理考核办给有关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扣
分。同时，改变执法队员常规的作息时间，
从 6 月上旬起至 8 月 20 日，实行错时工作
制，即每天早 6：00~7：00、午 11：00~12：30、
晚 5：00~10：00 为执法人员上班时间。另
外，从即日起至7月15日，该支队将对全市
51个重点区域的市容市貌进行督查治理。

日报就是“万事通”
苏军杰

结识《郑州日报》要从55年前说起，1954年
9月的一天上午，我刚听过时任省委书记杨蔚屏
在开封相国寺召开的“关于河南省会迁郑的动员
报告”，就被派往郑州。作为省委机关派出的一名
先遣队员，当天下午就赶到郑州市委宣传部。一
位姓陈的女同志给省委派来的先遣队员人手一份

《郑州日报》，从此我与贵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郑州日报》用的是“白茅根”纸，铅字

印刷，纸质粗糙，印出的照片只显线条，图像很模
糊。但这份报纸，却行销千家万户。

《郑州日报》的报道倡导文明之风，揭露不文
明现象让我印象深刻。当时的副刊“百花园”登过
一篇小品文，文章的大意是：一位县委书记到郑州
开会，坐公交车下车时，把车票粘在舌尖，“递”给
检票员查验，这一做法引起许多乘客不满。文章
刊发后，市民纷纷批评这种不文明现象，此事成为
当时揭批不文明行为的典型。特别是让读者认为

《郑州日报》敢说的是，文中批评的对象身为县委
书记，文章点名、点姓、还点了单位。《郑州日报》揭
批不文明现象，文风犀利。

我对《郑州日报》副刊爱不释手，碰到自己
喜欢的美文，都要剪下来粘贴成册。在办公室
大家争着看，我读不到，就经常带到宿舍读。为
此，还经常被报纸管理员石春梅数落。她批评说：

“公家报纸，你哪能拿回家读。”喜欢看《郑州日
报》，手头却没有，时间一长干脆自己订阅。当时，

“中州票”200元一份，不管花钱多少，高兴的是我
天天有自己的《郑州日报》读了。《郑州日报》成为
我的精神支柱，以后是年年订阅，每天必读。

《郑州日报》成为我在省委机关跟随领导下
厂、下乡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主要的信息来源。
时间一长，我和《郑州日报》结下了“亲缘”关
系。我也开始向报社投稿，所投去的文字或照
片稿件也时有见报。如：1958年4月刊发了我
的一张新闻照片，该照片是说一位叫刘书谚的
女同志，将工厂里下脚碎料再利用，编制成花手
提兜，当时的编辑直夸我拍得好。报纸还刊登
了“节约树新风”的模范人物，如：织袜厂王鸿恩
技术改造，一人看了3台电动织布机，提高了劳
动效益。随着与《郑州日报》的频繁接触，我逐渐
认识了许多老编辑、老记者。改革开放以来《郑州
日报》不断在改版，可读性更强了。

我经常把《郑州日报》刊登的新闻推荐给我
的亲友、邻居。左邻右舍遇到不平事，也都喜欢
来找我说。特别是民众关注的物业收费、水电
涨价等政策，都先看《郑州日报》的报道，我也用

《郑州日报》的报道给他们解释。《郑州日报》是
“万事通”，我也被邻居称为“万事通”。受我的
影响，我的家人也都喜欢上了《郑州日报》。我
的外孙女在澳大利亚读博士，她从网上看到6
月6日郑州开工建地铁的消息十分激动，还专
门给我发短信表示祝贺。《郑州日报》是良师、是
益友，更是我生活中的“擎天柱”。

中招九类考生享受照顾加分
体育特长生不在加分之列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实习生 葛星）我市
中招考试将在本月 25日拉开序幕，本报高招
中招热线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中招政策咨询，
其中很多家长咨询加分照顾政策。

什么样的学生属于照顾加分对象，体育
特长生属不属于这个范围？不少家长和考生
对此十分关注。市中招办指出，体育特长生
不在照顾加分对象范围内。对部分考生的照
顾标准为以下九类：

少数民族考生报考郑州回民中学的，学
业成绩照顾 10分；报考其他学校的，学业成
绩照顾 5分。归侨、侨眷考生学业成绩照顾

10分，台湾同胞投资者及随行眷属、所聘台湾
管理人员凭台湾同胞投资证书，其子女报考
普通高中的，学业成绩照顾 10分。烈士子女
降20分录取；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照顾 10分录取；驻
边疆国境的县（市）、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
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
岛屿部队现役军人子女，照顾 20分录取。人
民警察烈士子女照顾 20分录取；因公牺牲人
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照顾 10 分录取。持有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
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的初中

阶段回国的初中生，在初中毕业后参加我省
统一组织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在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派驻各地进行
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的子女，报考当地
普通高中的可照顾 10 分。驻郑现役军人子
女报考普通高中的，降 5分录取。体育尖子
（全国比赛单项前8名，集体前5名主力队员；
全省比赛单项前 6名，集体前 3名主力队员；
郑州市比赛单项前 4 名，集体前 2 名主力队
员，并持有郑州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证明），
报考具有对口体育传统项目的普通高中学
校，录取分数线可按录取学校的最低分数线

下调25%掌握，录取学校也可根据需要，择优
录取。考生中的残疾学生，只要能坚持学习，
生活能够自理，符合录取条件的，志愿学校要
一视同仁，予以录取。

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奖励加分条件，只
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加分，不重复加分；同一
考生如符合多项降分录取条件，只取其中降
分幅度最大的一项分值，不累计降分。以上
各类照顾不累计计算，以照顾幅度最高的一
项为准。所有照顾对象，经市中招办核定后，
其名单将在网上进行公示，接受学生、家长和
社会的监督。

7条公交线路有变
6条调整 1条撤停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6月 20日起，31路、
45路、112路等 6条公交线路将调整，1条公交
线路将撤停。这是记者昨日从市公交总公司获
得的消息。

这 6条线路调整具体如下：31路调整后途
经银屏路—科学大道—雪松路—冬青街—银屏
路—合欢街—瑞达路—化工路—西环路—郑上
路—建设路—碧沙岗。45路调整后途经大榭
村—莲花街—雪松路—翠竹街—瑞达路—化工
路—秦岭路—建设路—碧沙岗。112路调整后
途经碧沙岗—建设路—文化宫路—中原路—绕
城路—马寨。111路调整后途经宇通路—新郑
路—南环路—京广路—长江路—大学路—医学
院。317路调整后途经医学院—大学路—长江
路—嵩山路—郑密路—侯寨—樱桃沟。222路
调整后途经新郑路—城东南路—长江路—碧云
路—华中路—京广路—康复后街—康复中街—
大学路—公交医院。

撤停213路。

“拦路虎”主人难寻“拦路虎”主人难寻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文/图）本

报 6 月 16 日五版报道了货站街《“拦
路虎”林立“绊马索”密集》，附近群
众反响强烈，不断有读者打电话述说

“拦路虎”、“绊马索”的危害。与此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线杆所有权单位至
今没有丝毫反应。

昨日，记者再次来到货站街，情
况如故，电线杆上挂满了乱七八糟的
通讯线缆，线杆上还装有一蓝一灰两
个固定电话分线箱(如图)，线杆上没
有任何编号或其他标志，唯一可以确
定的是这8根线杆除1根属于电力线
杆外，其余 7根线杆和 4根斜拉线应
当属于通讯单位所有。

记者先后联系了铁通郑州分公
司客服电话 10050、中国电信北方电

信河南分公司客服电话 10000、中国
联通郑州分公司客服电话 10010 询
问。很快，铁通和电信工作人员明确
回复，货站街上的通讯线杆不属该公
司所有。

记者与中国联通郑州分公司
10010客服电话联系时遇到了一点小
小的麻烦，9083号客服接线员以“公
司内部电话没有登记”为由，一直不
提供相关管理部门的电话，只表示

“尽快联系相关工作人员给以明确答
复”。对于记者“客服人员为何不知
道本公司内部管理部门电话”的质
疑，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个漏洞，
本公司将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完善”。
截至发稿，唯独没有接到联通公司的
相关回复。

孩子上网父亲作陪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涛）文化路的

一家网吧里，这两天来了一对儿特殊顾客，儿子
上网玩、父亲身边陪，这其中原因是儿子和父亲
在高考前的一个约定。

昨日 14时，在这家网吧，记者找到了这对
父子，儿子专注地玩着游戏，父亲则陪在身边。

面对采访，父亲吴某有些不好意思，但没有
拒绝采访，他说，儿子太喜欢上网，高考前，他和
儿子约定，如果儿子高考期间不上网，考后他就
陪儿子上网，现在考试结束了，他只能兑现承
诺。父亲心甘情愿陪着上网，儿子当然乐意，正
专心玩游戏的儿子说：“这是我和我爸之间的私
约，希望你们不要打扰。”

吴某悄悄告诉记者：“我的儿子网瘾很大，
我现在都头疼，真是没办法。”

作为家长，吴某这样和儿子约定是对还是
错？省实验中学老师陈丽娜说，信守和孩子
间的承诺是家长应该做到的，但吴某这样的
约定不可取，如果吴某真想改变孩子，可以求
助心理医生帮孩子戒网瘾，这样做只能让孩
子越陷越深。

电话 67655283
QQ 81252008
email zohen@163.com

助考热线

女婴中指长“草莓”
影响肝肾 昨日切除

本报讯（记者 汪辉）因患有先天性束带综
合征，一个出生才5天的女婴，不但左手缺了一
个食指，中指还有一个草莓大小的包块。更让
人揪心的是，包块开始坏死，坏死的毒素可能影
响孩子的肝肾功能，造成生命危险。昨日下午，
郑州人民医院显微骨科紧急为其实施了切除手
术。据悉，这是我省此类病症中手术最小患者。

该女婴来自驻马店，出生那天父母惊讶地
发现，孩子左手缺损食指，中指上有一个草莓大
小的包块，摸上去软软的。辗转多家医院后，昨
日，心急的父母抱着孩子来到郑州人民医院。

经检查，原来女婴所患的是一种很少见的
先天性束带综合征，发病率大约为两万分之
一。郑州人民医院创伤显微骨科主任宋文超介
绍，束带是一条深深嵌入皮肤下面的纤维组
织。该病多发生在小腿、足趾、前臂、手指，偶尔
躯干亦有发现。下午，专家紧急为女婴实施了
畸形矫正术。目前患儿病情稳定。

道道追踪追踪报

昨日21时50分，一辆满载电瓶的洛阳牌照蓝色货车，沿北环行驶到
丰庆路附近时，车上货物突然起火。由于火势太大，司机跳车时被掉下来
的电瓶砸中头部。大火半小时后被消防人员扑灭。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昨日，一场特殊的考试在《快乐星球》拍摄
基地静悄悄地进行，二七区汉川街小学为《快
乐星球》里爱说笑的“防火墙”扮演者冯佳玮单
独举行了这次期末考试。冯佳玮说：“拍戏很
紧张，但我不想因为拍戏而错过期末考试！”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