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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联合“阻击”黑车野车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以往黑车、野车

扎堆的十里铺，现在秩序井然。昨日，记者
在现场看到，在运管部门、交警和东站的支持
下，车主组成一个联合体，对乘客站外上车，
黑车、野车随意停靠路边拉客进行劝阻。

据了解，中州大道与商都路交叉口向
东 100 米的十里铺被称为“马路车站”，自
1988年起，黑车、野车开始在此沿路揽客，多
次查处但效果不明显，严重损害了守法经营
车主的利益。以郑州到淮阳为例，站内售票

40元，在这只需25元甚至20元。一位跑淮阳
的车主说，无论是29座的中巴车或是47座的
大巴车，每班车只能拉3到5位乘客。

市运管局、交警支队、东站和车主经过
协商，30多名车主成立车主联合体，在十里
铺设点蹲守，从早6时到晚7时，对黑车、野
车进行劝阻，对乘车的旅客用私家车免费
拉到站内乘车。

从 6月 10日起，车主们分班值守，发现
有黑车停靠，就上前劝阻，对不听劝者拍

照，让交通稽查人员、交警处理。十天来，
运管部门共查处违规客车 26台，其中部分
车辆的违规证据是由车主联合体提供的。
现在，进站买票坐车的旅客多了，比如郑州
到淮阳的车每班能拉15至20人。

市运管局稽查支队队长王玉彬表示，
目前郑州有7个进出市口，东站车主组织起
来劝阻站外上车是好事，这种新的市场管
理模式在取得一定经验后，将考虑在其他
入市口推广。

烈日热辣烘晒 酷似蒸洗桑拿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高凯 张立 郑磊

40.1℃！昨日，市民手机上同时出
现这样一条气象预报的短信，让人体会
到一缕关爱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做好
高温防暑功课。

两碗绿豆汤 送瓜农父子
“大妈！谢谢你，我再送你俩瓜吧。”昨

日，从中牟来郑卖瓜的刘军接过紫荆山路
赵大妈送来的两碗绿豆汤，颇感惬意。

上午 10 时许，刘军的瓜摊生意不错，
刘军负责将瓜卖出，他的儿子则负责将顾
客买的瓜送回家中，父子两人忙得浑身大
汗。赵大妈送来冰镇绿豆汤，还有一位陌
生人送来的两条新毛巾，让这对卖瓜父子
感动不已。

工地均停工 工人忙纳凉
天热停止一切户外施工，等温度降下

后重新开工，昨日，我市一些工地做得不
错。昨日下午，陇海路的一处工地上一片
安静，塔吊停止运作，工人们找凉快处乘凉
避热。他们或在凉快地儿打牌，或是铺张
席子小睡。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高温天
气，工地肯定不开工，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要开工，就要等到日落温度降下来。沙口
路一处工地还为工人们泡制了败火的茉莉
花茶帮助工人们解暑。

自己抗炎热 清凉送乘客
昨日 10时许，在棉纺路与嵩山路交叉

口，一辆空载红色富康出租车开着车窗驶
来，记者问：“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啊。”

“有乘客就开，我自己不怕热，现在汽油涨
价，少开空调能省不少油。”司机答道。此
后记者在路口停留半小时，发现多数空载
出租车都开着窗户，有多名的哥说自己为
省油才不开空调，但他们都表示，只要乘客
提出开空调，他们一定会满足乘客要求。

与“炎热”错时上下班
“太阳下班，我上班。”市民

张女士讲了防暑降温的应对之
策，她说，一般夏天起得早，把
一天应做的工作安排在上午10
时以前进行。比如，锻炼身体、
拜访朋友、谈生意等等，中午到
下午4时，可以在家里通过电话
短信网上办公，等到“热浪”过
后再上班。张女士说，这样的
工作方式适合自由职业者、设

计人员和商业从业人员。

多建“平价”游泳场馆
昨日，市区内游泳馆生意

跟天气一样热，但 30至 50元甚
至更高的游泳池票价让不少市
民不敢忘情一游。东风路附近
一家游泳池票价 35元，农业路
一家游泳乐园成人票价每人40
元，不少顾客和售票人员讨价
还价，但很难得到优惠。“如果

三个人来游泳，那就得百十元，
一个月工资游不了几次泳。”一
位顾客抱怨道。

游泳是避暑的最佳选择，
但现在的游泳场馆都是商业
盈利性质，票价普遍较高。一
些市民建议，有些儿童到野外
玩水，每年都有溺水的悲剧发
生，政府应该投资建一些平价
游泳场馆，给市民提供纳凉避
暑场所。

出门带把遮阳伞
昨日，记者在市区各大医院

门诊采访发现，中暑、热感冒患者
明显增多。专家提醒，高温天气
出门一定要预防中暑。

市三院消化内科专家黄书亮
介绍，进入夏季来，胃肠不适的病
人增多，昨日上午就接诊了10来
个“小病号”，多是因吃冷饮过量、
食用变质水果所致。

因高热、晕厥而急诊的病人住
进了市二院急救中心，该院急诊科
主任冯东兴介绍，受高温刺激，一
些心脑血管“老病号”旧病复发。

冯东兴提醒，市民出门时，最
好带上太阳伞等避暑用品，在室
外游泳或户外游玩时，宜涂抹防
晒油；老人、小孩和体弱者尽量避
免外出。

提防暴雨等灾害
“高温一般都伴随着强对流

天气，容易形成暴雨灾害……”昨
日，二七区土地局邀请专家在樱
桃沟给地质灾害信息员上课，告
诉他们怎样应对灾害天气。

在我市一些县市区，每年都
有因灾害天气造成的生命财产损
失，樱桃沟到烤鱼沟环线公路以
及农家乐设施，雨季多发生黄土
崖坍塌、小型山体滑坡及泥石流
阻断交通事故，而在新密、新郑等
地因煤矿开采容易引起地面沉
降，也会引起村民住房的裂缝和
坍塌，有关部门都应该开展灾害
点的排查，制订应急预案，做好灾
害防治工作。

关 爱

昨日热浪滚滚，游泳池、广场喷泉成了市民避暑的好场所。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建 议

提 醒

副刊是我的富矿
秦德龙

我是《郑州日报》的读者，读日报是我每天
的必修课，我也常给副刊“写作业”。我偏爱日
报的副刊，在我看来，最能展示报纸水平的，当是
她的副刊。那里不但汇聚着国内一流知名作家的
风采，也是培养本地作者的摇篮。

19年前，我的小小说处女作在《郑州晚报》
（《郑州日报》的前身）副刊发表，从此我走上了
文学的风景线。那时的我，仅是个文学青年，发
表了处女作，既高兴，又羞涩，便暗暗定下了要
当作家的人生目标。发了第一篇，便想发第二
篇、第三篇……每有作品发表，便忍不住一阵窃
喜。副刊如一座富矿，我以劳动的心态对待写
作，挖掘着一块块瑰丽的宝藏。写作是一个燃
烧自己、照亮人生的过程，更可谓一路胜景，满
眼春风。在编辑老师的厚爱下，我的小小说一
篇接一篇地发表在副刊的园地上。市作家协会
关注到我的创作，将我吸收为市作协会员。就
这样，写着发着，发着写着，我从郑州走向了北
京、上海、西安……成了地道的小小说专业户。
2002 年，我荣登“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排
行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今年 5
月，我又荣获了小小说“新世纪风云人物榜·金
牌作家”的称号。

业余作者通常是从报纸副刊起步的，是《郑
州日报》副刊为我提供了腾飞的舞台。如果没
有平时阅读副刊的文学积累，没有副刊给我一
席之地，我不可能加入作家队伍。《郑州日报》副
刊每年都会推出我的一些作品，令我时常感
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出更好的作品，回报
副刊，回报读者。

无论读者或作者，都会从副刊得到文学滋
养，从而构建幸福和谐的人生。副刊是报纸的
文学名片，有了这张名片，拼搏者可以让自己的
内心更加强大；朝圣者可以让自己的梦境更为
绚丽。副刊的净化功能是神奇的，社会可以因
其而文明，人类可以因其而图腾。就作者而言，
有了这张名片，便可进入开采文学富矿的高山
峻岭。借用古语说，副刊有我“千钟粟”，副刊有
我“黄金屋”。一句话，副刊让我终生受益。

20日，在京广路眼镜
城对面，一支20多人的迎
亲队伍格外引人注目。队
员都是年轻人，穿着时尚，
脚蹬轮滑鞋，男女各一
队。领队是一位身穿西
装、手持捧花的年轻人，他
要带着“迎亲大军”去迎娶
自己的新娘。当新娘小李
穿着白色短婚纱，脚蹬轮
滑鞋出现在楼门口时，新
郎新娘双手紧紧相握，蹬
着轮滑奔向幸福的殿
堂。 本报记者 宋 晔 摄

竣工一个月 路面就沉陷
花园路整治技术人员滥用职权被公诉

本报讯（记者 张冯焱 通讯员 吴
成龙）花园路综合整治工程竣工不到
一个月，路面就出现破损、推裂、沉陷
等现象。昨日，负责花园路综合整治
项目部道路复浇的技术人员陈兆国，
因滥用职权被提起公诉，金水区法院
正式受理此案。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查明，2006年
7 月，市政府成立花园路综合整治项

目部，对花园路进行综合整治。在该
项目工程施工过程中，项目部未经设
计方同意擅自变更施工设计，在道路
复浇工程中，要求施工单位不依照原
图纸设计，不分路面情况，对原路面一
律采用“铣刨4厘米，铺装5厘米”改性
沥青的标准进行施工。被告人陈兆国
作为项目部道路复浇技术人员，对项
目部擅自变更原施工设计的行为，没

有从技术方面提出异议，而是同意并
支持了项目部的决定，最终导致 2007
年 6月 19日竣工的花园路路面，在当
年7月5日就出现纬五路至黄河路段
西侧路面破损、推裂、沉陷等现象。
因重新翻修这段道路，造成施工单
位市政建设维修公司沥青公司 49 万
余元的重大损失，同时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陈兆国身
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理
公务，使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导致公共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当以滥用职权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蹬着轮滑
娶娇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