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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追踪追踪报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实习生 高原）为满
足城市长远发展的交通需求，及时对城市建
设用地及新建建筑等规划项目进行控制，我
市将对一批主次干道及支路的道路红线（道
路用地的边界线）进行拓宽。昨日，有关部
门公示首批中心城区红线规划调整的道路
名单，共涉及 22 条主干道、6 条次干道和 6 条
支路，同时，还有 24 条支路红线拓宽后将升
级为城市次干道。

此次拓宽红线的 22 条主干道分别是金水
路（南阳路—中州大道）、沙口路（滨河路—北三

环）、花园路（东风渠—纬五路）、紫荆山路（金水路
—金城街）、明理北路（新龙路—文苑南路）、瑞达
路（雪松路—化工路）、天河路（北四环—开元路、
新苑路—江山路）、香山路（北四环—龙源北街、
翰林路—三全路）、索凌路（新龙路—北三环）、农
业西路（西三环—桐柏北路）、农业路（南阳路—
中州大道）、经三路（北三环—金水路）、城东路（金
水路—弓庄北街）、嵩山路（建设路—陇海路、淮
河路—沁河路、光明路—留园路）、秦岭路（郑上
路—伊河路、宏河路—沁河路）、黄河路（沙口路
—中州大道）、西大街（人民路—管城街）、东大街

（管城街—城东路）、郑汴路（城东路—未来大道）、
正兴街（铭功路—二七路）、人民路（二七路—紫
荆山路）、明德路（东四环—博学路），这些道路红
线最少的拓宽5米，最多的将拓宽15米左右。其
中金水路（南阳路—中州大道）的规划红线由原
来的50米左右统一调整为60米，花园路（东风渠
—纬五路）由原来的40米左右调整为50米，嵩山
路的部分路段由原来的41米调整为50米。

工人路、伏牛路、红专路、劳动路、通达
路以及枫场西街等 6 条次干道将分别拓宽 5
到 15 米不等；纬四路、丰乐路、东里路、汝河

路、郑大南路、宏河路（赵庄街）等 6 条支路也
将进行扩宽。同时，优胜北路、政七街、小铺
路、岗坡路、顺河路等 24 条支路扩宽后将升
级为次干道。

据了解，此次道路红线调整后，沿街建筑
可与道路红线重合，也可退于道路红线之后，
但绝不许超越道路红线，在红线内不允许建任
何永久性建筑。在调整之前已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占压红线，其合法性不受
影响，原有建筑进行新建、扩建时，应按照扩宽
后的道路红线进行建筑退让。

本报讯（记者 孟斌 实习生 谷卫艳）
因上游减量供气，为保障每日220万人次
市民出行，从 11 月 23 日零时起，市公交
总公司五座公交加气站将暂停对出租车
（含公交出租车）加气。

市公交总公司称，从 11 月 17 日开
始，所有郑州燃气集团的加气站都停止
对公交车加气，同时，大量使用天然气

的出租车涌入公交加气站加气，造成目
前公交加气站供应愈加紧张，已经影响
到我市公交车辆的正常运营。为满足
公交车辆用气，确保公交运营和广大市
民出行，维护公交加气站的安全秩序，
自 11 月 23 日零时起，通利、陈砦、省体
中心、郑平路、经济开发区等五座公交
加气站将暂停对出租车（含公交出租

车）加气；科学大道、刘庄两座公交加
气站暂时少量对出租车按秩序排队加
气。望广大出租车司机留意公交加气
站加气调整变化。

目前，郑州有 4300 辆公交车，其中，
使用天然气的公交车占了近一半，每日
运送乘客 220 万人次，由于近期气源紧
张，每日公交车用气缺口达3万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实
习生 陈曦 文/图）“有棉衣就
能暖暖和和地过冬了！”赵
玉兴老人含着泪拉着二七区
爱心救助 110 工作人员的手
说。昨日，本报和二七区民
政局“暖阳”行动小组到荥阳
市贾峪镇石硼村，给村民送
去了26条棉被和御寒的棉衣
（如图）。

石硼村是我省较早成立
地下党支部的革命老区村，
村里经济发展较慢，目前村
里的年轻人大多数进城打
工，留守在村里的多为老人、
小孩和残疾人，全村有26户村
民生活特别困难。该村支部
书记王全林的爱人李春凤家
住郑州市区，常常骑三轮车到
周边地区收购旧的衣物，然后
分发给村里的老年人、残疾
人。她的儿子媳妇起初不理
解，后来也积极投入这项行
动中。本报“暖阳”行动开始
后，亚星社区主任周炎红了
解到李春凤的事迹后，积极

牵线搭桥，和“暖阳”行动小
组工作人员同行，把御寒衣
服送给村里的乡亲。

在发放衣物的过程中，
记者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人
积极帮助工作人员搬运衣物
配合分发，脸上始终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经了解得知，
这位热心村民名叫郑炳晨，
家里除了自己和老伴儿外，
还有一个 30 多岁的智障女
儿。一家三口至今仍住在土
窑洞里，生活非常拮据，但平
时只要村里有什么事儿，第
一个出现的必然是他。搬
砖、拉水泥……郑炳晨总是
积极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

记者还跟随行动小组走
访了几户残困家庭。赵玉兴
老人家里有两个肢体残疾人
和一个盲人，收到棉被、棉衣、
毛衣等物品，老人非常高兴，
市民平时闲置不用的衣服，捐
出来就能帮助困难群众御寒，
石硼村居民想通过本报向爱
心捐赠的市民道谢。

有棉衣就能暖和过冬
“暖阳”小组走进荥阳

22条主干道红线拓宽至少5米
24条支路拓宽后升为次干道

保证公交用气 确保市民出行

公交加气站暂停对出租车开放

本报讯（记者 王影）本报关于网友
呼吁举办烩面“面神争霸赛”，叫响河南
餐饮名片的报道刊发后，各方人士“力
挺”，不少人认为，要把烩面同少林寺、豫
剧、拜祖一样，打造成为展示河南形象的
一张新名片。

期盼“斗艳”
已过古稀之年的朱先生是位“老郑

州”，对羊肉烩面有着特殊感情，每周至少
要打一次“牙祭”，而且常常去不同的烩面
馆。提起举办烩面“面神争霸赛”的想法，
坐在宽敞的烩面馆内的他感慨地说，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烩面的做法以及吃烩面
的环境都很受限，更不敢奢望有什么种

类、花样，时下的郑州烩面馆，不仅有包间
雅座、连锁店，单是烩面种类就分优质、滋
补、三鲜等十余种，这样“争芳斗艳”的争
霸赛，一定很有看头。

在郑州某烩面馆的大厨郭师傅看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郭师傅说，在
合记、萧记等老字号“称霸”的郑州烩面市
场，这样的比赛不仅是充满机会的舞台，

更是难得一求的学习机会。

迎接“挑战”
“强弱不均的郑州烩面市场，争霸赛

能否‘开锣’？”不少网友在留言中表示担
忧，合记、萧记是否“迎战”，大家拭目以待。

带着网友的顾虑，记者采访合记烩面
所属的郑州饮食责任有限公司，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利宝生表示，他们愿意积极参加
这样的争霸赛。俗话说得好“看少林武
术，吃合记烩面”，但目前郑州烩面馆流派
繁多，而且各具特色，如丰源系列大多以
中药主打，这场争霸赛将呈现“百花齐放”
场面，对推动河南餐饮文化，打造河南餐
饮名片具有重要意义，但仅一家之言是远
远不够的。

正如利宝生所言，一位从事餐饮行业
报道的资深媒体人张先生表示，这场“好
戏”需要多部门努力促成，他感慨地说，由
烩面联想到了豫菜，这样的争霸赛将会
为推广豫菜“添
把火”，是个良好
契机。

家中闲衣 谁用谁拿

爱心送衣箱现街头
本报讯（记者 王影）家中闲衣，谁用

谁拿。21日，我市街头出现一个送衣爱
心箱，由于看不到衣服箱的主人，过往
市民议论纷纷，但很少有人去取箱子里
的衣服。

记者赶到南阳路与农业路东南角，
远远看到一个纸盒大红箱子，上面写着

“家中闲衣，谁用谁拿”，落款是“爱心市
民”。附近一位商户告诉记者，这个箱
子是21日中午放在这里的，但是始终没
有见到箱子的主人，其间只有一个小伙
子拿取了一件外套。

打开箱子，记者看到里面放着毛
衣、棉衣外套等六七件衣服，而且大都
七成新。“现在想捐旧衣服就是挺难
的，没有部门肯收。”一位市民笑着表
示，家里旧衣服很多，这个方式不妨尝
试一下。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只有少数部门
接收旧衣物，针对市民提出的旧衣服难
捐的说法，记者采访了部分相关部门，
他们的解释是，不愿接受旧衣服的原因
主要是存在卫生等方面的担忧。

“快看，麻团像气球一
样越来越大！”昨日，在郑州
烤鸭总店南阳路分店举办
的“河南名吃美食节”上，两
位厨师正在制作薄如蝉翼、
大如篮球的麻团，由于控制
好油温和火候，麻团在油锅
内慢慢受热自然膨胀，不到
10分钟，就变得像篮球一样
大。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面神“争霸”各方力挺
能否“开锣”拭目以待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 文/图）“不管
春夏秋冬，我已经游 20 年了！”昨日，在
庆祝郑州市冬泳协会成立 25 周年的帝
湖现场，78岁的老人邵文才一个鱼跃式
跳进水温3摄氏度左右的湖里，和300多
名冬泳爱好者一起在湖中畅游。

游完后，满头银丝的邵文才老人边
擦拭身上的水，边和记者聊起当年冬泳
的故事。20年前，邵文才老人从河南省
电力工业学校退休，从小喜爱游泳的他
听人介绍说，郑州成立了冬泳协会，他
想去试试。

“当时，出于好奇就参加了冬泳，
没想到一游就是 20 年！”邵文才老人
一边回忆一边说，记得第一次冬泳的
时间是 12 月，当时西流湖已经结冰
了。老人说，第一次在那么冷的水中
游泳，对于水性很好的他来讲也相当
紧张。刚开始，无法适应刺骨的水温，
但坚持下来后，发现身体状况比以往
好了，老人说，游了 20 年，如果哪天不
下水，他倒感觉不习惯。

昨日，郑州冬泳协会成立 25 周年，
300 多名冬泳爱好者从鹤壁、安阳等地

赶来参加此次庆典。这些冬泳爱好者用
水中比赛的方式庆祝他们的节日，主要
分为“集体畅游”、“水上救援”、“水中接
力”、“水上拔河”和“水球比赛”。

“这是入冬以来郑州市组织的规模最
大的一次冬泳活动。”现场负责指挥的市
冬泳协会会长兼秘书长刘克成介绍说，参
加集体畅游活动的有300多位协会成员，
最老的78岁，最年轻的30多岁。

据介绍，冬泳协会虽然是个民间组
织，但是他们多次参与水中救援，今年
已经成功救起 2 名落水者。

马路宽阔 车辆稀少

新手练车瞄上东区
本报讯（记者 郑磊）因为路宽人稀，

郑东新区一条道路几乎成了练车场。每
到周末天气晴好时，便有不少新手到此
练车，让附近居民和过往司机担惊受怕。

昨日中午，在郑东新区龙湖外环路
一带，宽阔的马路被竖起的倒杆桩占了
一半，练习开车的新手们在倒杆间来回
穿梭，过往车辆小心翼翼避让着。一位
女士开着一辆无牌照现代轿车，用砖头
和玉米秆摆成一个“倒桩”，开始练习倒
车。“在这里练，比在练车场练习更有感
觉。”因为车少，这位女士表示并不担心
安全问题。

记者注意到，附近路段上有十几辆
车在练习转弯、倒车，用玉米秆、竹竿做
成的“倒桩”更是随处可见。这让过往司
机很不满：“路上都是新手，我们开车从
这里经过时，都要尽量离他们远一些，生
怕他们撞上来！”附近居民刘先生说，因
为这里马路开阔、车辆少，几乎成了一个
天然练车场，因为担心“新手”的车技，不
少市民都是绕道而行。

交警六大队民警表示，东区路宽人
稀，周末不少市民找个熟人当陪练来练
车。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市
民在马路上练车是不允许的，练车时，应
在驾校的专门路线内，并有教练在旁边
指导。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不能
驾车上路行驶，市民私自练车一旦被交
警发现，会按照无证驾驶处罚。

此外，民警提醒市民，马路练车不仅
威胁行人及过往车辆安全，对学员本身
也极具危险性，尽管这些路段的车辆较
少，但对于突发情况，新手一般很难应
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烘干衣服不慎起火
使用电暖器绷紧安全弦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21 日晚 8 时
许，某小区居民在电暖器上烘干衣服时，
人离开时忘记切断电源，导致衣服起火，
搞得邻居虚惊一场。提醒居民，冬季使
用电暖器一定要谨慎，安全应该放在第
一位，人离开时，一定要切断电源。

第一场大雪过后，电暖器受到“热
捧”。目前，电暖器产品的质量参差不
齐，售后服务尤为重要，品牌产品的保修
期，有的为1年，有的为3年，个别名牌产
品还承诺终身维修。消费者在购买电暖
器这类小家电时，最好挑选品牌厂家生
产的产品，查看产品是否具备相关的合
格证明，如3C认证，不要贪图便宜，购买

“三无”产品。另外，最好到正规超市、商
场购买，时刻绷紧“安全第一”这根弦。

本报讯（记者 宋晔 文/
图）22日下午，在河南美术馆
内，应邀前来的100名农民工
和书画界名流及其他观众一
起，欣赏了郑州独立艺术家
一了的个人书画展《出生入
死》。他们中间有些参与建
造美术馆、展览厅，但却是第
一次走进这高雅的殿堂。参
观结束后，百位农民工被接
到中州国际酒店免费吃了一
顿万元大餐（如图）。

据了解，一了真名叫朱
明，是一位执著于中国书画艺
术的中青年艺术家，其作品先
后在韩国首尔、日本东京、美

国佛罗里达州、北京、郑州、西
安、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并曾
在一些展览中获奖。

艺术家一了说，他出生
在甘肃一个偏僻小乡村，自
己也是一名农民工，所不同
的是自己打的是一份“艺术”
工，所以在他的艺术展开幕
之际，他特别想请和他一样
打工的农民工朋友看看画
展、吃顿饭。

“有些书画我看不懂，我
也不太明白什么叫炒作，但
我认为，艺术家能请我们吃
饭，就是看得起我们，我很高
兴！”农民工胡师傅说。

免费看画展 吃万元大餐

艺术家宴请百位农民工

庆祝市冬泳协会成立25年

300余名冬泳爱好者湖中畅游

“暖阳”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