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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问问 为你跑跑 替你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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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霓虹灯招牌制作公司负责人表
示，灯箱、广告牌日常使用时间较长，
有些通宵营业的商家甚至10多个小时
连续开着，线路很容易老化，继而发生
短路引发火灾。“灯泡点亮一两个小时
就非常热，一旦遇到雨雪天很容易发
生短路爆裂。”这位负责人称，如果不
及时维修更换，霓虹灯招牌“缺手断
脚”不仅影响市容，更容易引发安全事
故。他同时坦言，不少商家之所以不
愿意对“残缺”霓虹灯维修，没时间只
是借口，不愿意支付这笔“额外”维修
费才是真。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郑州市
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明文规定：户
外广告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全或出
现污浊、锈蚀、损毁、变形等情况，未恢
复完好的，行政执法部门可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希望管理部门能重视起来，让我
们的城市伴着霓虹灯更加美丽。

左图 残缺不全的招牌令人啼笑
皆非。

本报昨日5版刊登的《您身
边有叫“张坦圻”的老人吗？》一
文，当天就传来好消息，收信人
张坦沂找到了。昨日下午，全
国十佳投递员马钧亭和记者一
道将信送到张坦沂老人家中。

昨日14时，记者接到一位读
者电话，他说自己父亲的名字叫

“张坦沂”，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
学院，曾在中国第六冶金建设公
司金属构建厂厂医院当大夫，现
在已经退休，住在淮河路 36号
院。父亲有一位名叫“伍国暖”
的同学，现定居在美国。

信封上提供的信息大都对
上号了，看来是写信人误将收
信人“张坦沂”写成“张坦圻”！

刚刚放下电话，六冶金属
构建厂退休办负责人曲洪波、
六冶纪委工作人员王琳也相继
打来电话，热情提供有关张坦
沂的详细情况。

记者随即联系投递员马钧
亭，一同来到中国第六冶金建
设公司家属院。

得到消息的张坦沂大夫的
老伴儿李淑玲，手里拿着同事
刚刚送到家中的《郑州日报》，
冒着寒风早早地就在路口迎
候。她说，今天家里的电话就
没断过，都是亲朋故旧、街坊邻
居们看到报纸后打电话报信
的。老人拉着马钧亭的手，感
激的话语说个没完。

当美国寄来的信件历尽波
折送到张坦沂手中时，这位因患
青光眼而几近双目失明的75岁

老人激动不已。他说：“伍国暖
是我在北医5年最要好的同学，
他是广东台山人，父亲是华侨。
1959年毕业后，听说伍国暖出国
了，从此便没有了音讯，没想到
今天能够收到他的来信！”

张坦沂刚刚做过心脏搭桥
手术出院不久，股骨头也有问
题，行动很不方便。老伴儿李
淑玲撕开今年 7月 15日就从美
国邮寄出的、因地址不详而在
马钧亭怀里揣了近5个月、已经
被汗水和雨水打得旧迹斑驳的
信件，一位海外华人对故乡、故
土、故人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老同学，还记得我吗？我
就是你们叫做‘小广东’的伍国
暖。50年来我到处流浪，从香港
到中南美，又到北美，最后年纪
大了，才定居下来。希望你能收
到此信，以致50年怀念！”信里附
有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

张坦沂说，今年正好是北
医同学毕业 50 周年，9 月份同
学在北京聚会，全班120名同学
去了 40多人，他因身体原因没
能前往参加。

张坦沂毕业后在洛阳工作，
后曾参加舞阳钢铁厂建设大会
战，1993年在郑州退休。如今老
人的生活幸福而稳定，和儿孙们
在一起其乐融融。老人说：“老
同学从美国的来信，让我再一次
感受到，我们年轻时结下的那一
份友谊，有多么珍贵！”老人说，今
天晚上就要给远在美国的老同
学伍国暖打电话！

本报讯（记者 郑磊）
连日来，本报以《线杆骨
折 主人难觅》、《问题线
杆 还有几多》为题对无
主危险线杆予以关注。
报道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市政府市长电话室表示，
近期将协调市政部门对
市区线杆确认“身份”，并
针对无主线杆出台紧急
处理方案。

昨日，记者从 12319
建设事业服务热线获悉，
凡市民反映关于城建方
面的投诉，他们都一一记
录，及时与电信、移动、联
通等部门联系，谁的线杆
谁负责；如确认是无主线
杆，他们将同一类问题加
以整理上报市长电话。

市政府市长电话室

工作人员朱震告诉记者，
市长电话对相关报道十
分重视，他坦言，如果只
是个案，他们会协调相关
部门对无主线杆进行了
拆除。如今市区有 300
多根无主线杆，这让他们
有心无力。对于这些无
隶属单位的废弃破损线
杆，他们将形成书面建
议，反映给主管城建的市
领导，同时协调电力、移
动、联通等部门开会，对
全市所有线杆进行排查、
登记，确认线杆产权，明
确线杆“主人”。此外，市
长热线还将协调市政部
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无
主线杆出台紧急处理方
案，早日还市民一个好的
出行环境。

“残疾”霓虹灯大煞夜景
本报记者 郑磊栾月琳 文/图

张坦沂老人找到了
拿着同学来信，老人激动不已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文/图

无主线杆“身份”将定

讨薪可申请
法院“支付令”
本报讯（记者 王红 通讯员 张利方）年

关将至，为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昨日，
记者从劳动保障部门获悉，当职工遭遇讨
薪难时可通过法院讨薪支付令维护权益。

今年10月，省会某企业职工王明因公司
经济效益下滑被辞退。按照双方书面协议，
原公司应在俩月内支付经济补偿金。经多
次讨要无果后，王明12月份向金水区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经调解，王明持劳
动部门出具的调解协议书向法院申请讨薪
支付令，仅在10日内就拿到了补偿金。

市劳动仲裁部门统计显示，年关将至，
有关劳动者申请追讨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或
赔偿金的争议案件不断增多。针对这种情
况，劳动部门提醒劳动者：因劳动报酬、工伤
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事项达成的
调解协议，如果用人单位在调解协议约定期
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向
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按照规定，申请“支付令”时，债权人
只需向人民法院提出发布“支付令”的申
请，无需起诉；人民法院对于申请“支付
令”的案件，无需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只
审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明
确、合法简化诉讼程序。自劳动者提出讨
薪申请之日起算，如法院审查通过发出

“支付令”，且债务人未对“支付令”提出书
面异议的情况下最短 10天左右债权人就
能讨回欠薪。

滋补拉面没滋补
食用药膳需谨慎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陈曦）近
日，记者与友人到文化路某美食广场的一
家中药滋补拉面店就餐。餐后两人都有不
同程度的身体不适，出现头晕呕吐腹泻等
情况。医生告诉记者，这是轻微食物中毒。

针对药膳吃出病这个问题，记者致电
市卫生监督所询问，该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国目前并没有出台法律法规对中药
进行规范，所以卫生部门没有明确的依据
标准去监督这些打着药膳旗号的食品。由
此，记者不禁担心，既然相关单位不能从食
品安全上给予保障，只能提醒市民慎食。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
们对于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药膳不仅
具有可食性，更具有保健性而受到人们的
喜爱，于是一些打着中药滋补以药膳为招
牌的饭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冒出。

药膳营养师指出药膳不是中药与食物
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
指导下，用中药食物和调料三者精制而成
的膳食。药膳也有其禁忌，根据历代医学
家对用药的经验，中药与食物是有配伍禁
忌的，特别是食物与食物的配伍也有一些
禁忌。

所以，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在食用药膳
之前一定要谨慎考虑自身情况，正确选择
个人体质状况的药膳。

本报讯（记者 郑磊）
本报14日5版《划错路标
线 司机有点懵》一事有了
最新进展。昨日，市交
警支队科研所交通渠化
组表示，他们近期将考
虑对此处左转和掉头标
志进行调整。

昨日，本报报道了南
阳路岗杜北街处左转道
在道路右侧，导致摩擦不
断，交通拥堵一事。稿子
见报后，不少市民拨打本
报热线，抱怨这样设计车
道，很不方便。昨日，记
者就此事和市交警支队
科研所交通渠化组组长
郭睿取得联系。郭睿解
释称“此处情况比较特
殊”：因岗杜北街与岗杜
街距离很近，不足50米，

这样设定是方便岗杜街
驶出车辆进入南阳路后
左转、掉头车道，并减少
对 后 面 直 行 车 辆 的 影
响。同时，这样设计也增
加了路口掉头半径，方便
车辆掉头通行。

“但是设计确实和
司机驾驶习惯相悖。”郭
睿表示，南阳路是市区
主干道之一，附近司机
了解此处左拐和掉头车
道在直行道右侧，都会
遵章行驶，但仍有不少
司机不清楚，导致交通
出现一定的拥堵和交通
事故。“最近我们正在考
虑对此路口左拐和掉头
路线进一步调整，以方
便司机朋友出行。”郭睿
告诉记者。

错位路标线有望调整

报销婚检费
再添两个区

本报讯（记者李娜通讯员司丽萍）“中
原区可以报销婚检费用了！”昨日，在中原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市民张先生和爱人高高
兴兴地领到报销的366元婚检费用。昨日，
记者从本市每年结婚登记人数较多的中原
区和金水区民政部门获悉，由于资金已经到
位，两区都可报销免费婚检费用。

中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司丽萍
介绍说，新人报销时需携带盖有印章的婚
检部门的报销凭证和结婚证等手续。金水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陈香兰表示，本
周四、周五的下午工作时间，凡是前期在该
区登记过的新人，将可以前去报销费用。
该区正式的报销免费婚检工作，将从下周
一起全面展开。

政通路占道
线杆全“退役”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石海洲

费晓歌)14 日随着政通路（大学路—交通
路）最后一根通信线杆的吊起，“服役”十
多年且占压政通路快车道的 15根线杆全
部退出占道历史。

政通路全长 350多米，有 15根线杆占
压快车道，是2001年道路拓宽改造时的遗
留问题。今年二七区市政局对占压快车
道的行道树进行移植，原来搭在树枝上的
各类线缆垂落于地。为此，他们多次与相
关部门沟通，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由二七
区市政局现场跟踪服务并监督施工后的
回填质量，既确保了道路畅通，又净化了
道路空间。

夜间漫步郑州街头，闪烁的霓虹灯将城市点缀得流光溢彩、分外迷人。而当你在商铺
招牌上看到“道口烧又”、“计算几学校”等字样时，一定感到很费解。连日来，记者走访发

现，由于维修、管理缺失，导致部分霓虹灯招牌“缺胳膊少腿”，煞了夜景不少美感。

“道口烧又……”咦？不是
道口烧鸡吗，啥时候换招牌了？
13日晚，市民陈女士途经经八路
一家烧鸡店，走近一看才明白，
原来烧鸡的“鸡”字右半边不亮
了。“觉得很好笑，上小学的儿子
问我啥意思，我赶紧解释，鸟飞
走了，等它飞回来才读鸡字。”

记者沿文化路、金水路，一
路来到花园路、经三路，沿途所
见，大酒店等招牌相对规范，不
少中小店铺的霓虹灯招牌令人
大跌眼镜：花园路一家店铺招牌
上显示“口酒予台”，走近一看才
明白，其前身原来是“国酒茅
台”；经八路裕鑫源滋补烩面，由

于中间两个字不亮，成了“裕鑫
源补面”；文化路上“重庆水煮
鱼”成了“里庆水煮鱼”……

记者沿桐柏路、淮河路一路
观察，发现不少商铺广告牌霓虹
灯或多或少出现问题。残缺不全
的霓虹灯，看起来既不美观，还容
易闹笑话或产生歧义。

“从小处看，霓虹灯招牌是
一个店名，往大处想，它其实就
是咱郑州的脸面。”市民朱珂表
示，这样的招牌不仅滑稽可笑，
而且影响市容，还容易让人对
商家可信度产生怀疑。接受记
者采访时，大多市民认为，商家
应自觉给自家霓虹灯“补妆上
彩”，让城市的夜色更加美丽。

对于自家“问题门面”，不少商
家对此都不以为然：有的称“没注
意”，有的说“生意忙，顾不上”。12
日晚，文化路上一店主看到记者拍
照，立即关了霓虹灯，满不在乎地
说：“不就缺个字吗？有啥大不了
的？”“霓虹灯招牌，还用得着维
护？顾客能看清不就得了。”桐柏
路上一家饭店老板这样反问记者，

他说，自去年开张以来，除了节日
临时关门歇业外，门口的霓虹灯招
牌从未关闭过。

记者随机调查了十家商铺，
发现注意日常维护霓虹灯招牌
的只有一家，大多数店老板并不
情愿支付这笔额外的维护费。
在他们眼中，招揽顾客赚钱才是
硬道理，这些“小节”不值一提。

多数商家不以为然

招牌残缺
或会受罚

张坦沂老两口（左、中）与投递员马钧亭（右）亲切地合影。

拦路擦车强行要钱
本报讯（记者 宋晔 文/图）不管

车主是否同意，一见路口红灯亮起，
几个拿着鸡毛掸子蹲在路旁的孩童
和一些抱孩子的女子就赶忙上前擦
车（如图），同时向司机要钱。这是
昨日记者在中州大道见到的一幕。

昨日15时30分，一名七八岁的
小女孩和四名怀抱孩子的女子在中
州大道与郑汴路交叉口，身着破旧
衣服，手拿鸡毛掸子，等候在机动车
道的护栏旁。当信号灯变为红色
时，她们便立刻跑到车前擦车并且

隔着车窗要钱，直到信号灯转为绿
色，她们才会退往一旁继续等待。

对此，不少司机表示，这伙人在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就擦了车，如果
不给钱就堵着不让走；如果给了钱，
擦车效果又不好，心里很不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