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新闻
2009年12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高宏宇编辑张丽霞校对张冯焱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dsxw＠163.com

ZHENGZHOU DAILY CITY NEWS
5

图说新闻

给您提个醒

党党··报报··热热··线线
热线电话67655555 发短信至：106618583513（移动、联通）、106218583513（电信）（0.5元/次，不含通信费）。

帮你问问 为你跑跑 替你办办

本报讯（记者 王影）“这样的事，在
我们小区早已习以为常了。”昨日，家
住未来路 815号凤凰苑小区的郭女士
在万般无奈之下，拨打了本报热线，她
说3年来求助的媒体已经数不胜数，可
都是只能解决燃眉之急的事，根本问
题得不到解决。

调查：这个小区是“黑户”
凤凰苑小区，在金水、管城两区交

界处，结果成了两个区都不管的尴尬
地带。居民办户口、办社保、开证明不
知道去找谁，也没有街道办事处指导
该小区成立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
会。建成3年多来，该小区的“黑户”身
份让居住其中的1000余户居民深受困
扰，苦不堪言。

“瞧瞧，我们的户口本，一步之遥
的对门邻居，居然成了不同地儿的居
民。”凤凰苑小区20号楼的郭女士和刘
女士，拿出户口本给记者瞧稀罕。一

旁走来一位业主颇有感触地说：“更令
人气愤的是，三年的时间我家户口本
上的地址搬了三次家，为此我跑了足
足百十趟。”

小区怎么成了“不管院”？负责该
小区物业的河南荣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理李波无奈地说，小区的房产证
都是在金水区办理的，也不知道为什
么，小区从 2006 年建成后就成了“黑
户”，到金水区凤凰台办事处，他们说
让找管城区；到管城区航海东路办事
处，又让找金水区。每次遇到棘手的
问题，居民都要求助媒体。2007 年落
户的居民，被“协调”到了金水区；2008
年落户的居民，被“协调”到了管城区；
有的居民准生证被“协调”到了管城
区，医保卡却在金水区。“什么时候是
个头儿啊。”业主们感叹道。

回音：帮凤凰苑找“管家”
记者就此事找到金水区凤凰台街

道办事处和管城区航海东路办事处了
解情况，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原来
双方在地界划分上存在分歧。

据了解，关于凤凰苑小区的问
题，去年 12 月，时任副市长王林贺
曾有批示，市民政局随即进行深入
调查，并于今年 2 月 6 日将有关情
况上报市政府，其中附有金水、管
城 两 区 各 自 对 凤 凰 苑 小 区 归 属 问
题的意见。管城区方面表示，凤凰
苑 小 区 本 是 金 水 区 在 管 城 区 内 的

“飞地”，应由金水区负责管理，不
然，就将金水区在管城区内的所有

“飞地”都应划归管城；金水区方面
表示，该小区原属金水区在管城区
内的“飞地”，但是，因该小区所占
金 水 区 凤 凰 台 办 事 处 部 分 土 地 已
出售，不再属于金水区。

郑州市勘界办公室主任朱宝喜
介绍，日前他们已经接到省会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郑州

市民政局下发的“督察通知书”，并再
次走访调查。

他们认为，凤凰苑小区问题不是边
界争议问题，实质上是小区的归属和管
理问题，涉及公安、计生、卫生、工商、税
务等部门，头绪繁多，情况复杂。市政府
办公厅再次听取汇报后，回应将于近期
召集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

代表：解决不了明年提议案
凤凰苑小区问题也牵动着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心。市人大代表
武明霞和市政协委员牛雷莉一致认
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金
水、管城两区政府工作失误。

“群众利益无小事，如果政府部
门 把 老 百 姓 的 事 作 为 自 己 的 事 来
办，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她们表
示，如果问题还得不到解决，将于
明年两会上提交议案和提案，督促
政府尽快解决。

本报讯（记者 郑磊 文/图）因地下自来
水管道被大货车压破，污水不断涌向路面，
马路变身“溜冰场”，成了不折不扣的“肇事”
路段，这让过往行人“很受伤”。

“郑上路立交桥下有100多米的路面结
冰，有时一天就会摔倒上百人。”昨日，不断
有热心市民致电本报热线，反映郑上路立交
桥下“肇事”冰带摔伤路人，过往行人叫苦连
连。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来到郑上路与西
环路交叉口立交桥下一探究竟。

记者现场看到，这条长100多米的冰带处
于桥西南行车道上（如图），路中污水不断向外
冒出，商户也在向坑洼的路面倾倒污水，桥下
已经形成的冰带约10厘米厚，而冰带西侧冰
坡和东侧冒污处给过往市民带来不小威胁。

途经此处的市民李先生说，他爱人前几

天骑电动车路过该路段，一不小心在冰面上
摔倒，造成脚踝扭伤，现在还在家卧床休
息。这段冰带已有一段时间了，每天从这里
经过都是小心翼翼的，就这还经常摔跤。

记者采访过程时，看到一位女士骑车送
孩子上学，一不小心摔倒在泥水里，孩子身
上都是泥水，连人带车差点滑到前面行驶的
汽车底下，所幸的是母子相安无事。“这里天
天都出事，每天至少四五十人摔倒摔伤，不
知道为啥就是一直没人管。”三官庙巡防中
队负责人陈志毅和同事对摔伤母子进行了
救助，随后又带领巡防队员对这处冰带进行
清除，将危险处洒上沙土。“这也只是暂时的
权宜之计，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起来，清除
冰带隐患，早日还市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
境。”陈志毅说。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市灯饰照
明管理处开始对郑州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
工程的桐柏路站进行地铁站点照明迁
改。为消除地铁施工对路灯的影响，近期
桐柏路站等7个地铁站点的路灯都将实施
迁改。

“这种迁改就像路灯在‘跨栏跳’这么
简单。”在桐柏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东北侧，
市民们正在围观工作人员用吊车起吊路

灯的全过程。通过重型吊车的起吊，路灯
从原位高空起吊 6米多高，越过地铁站点
的挡板，在挡板外侧稳稳落入新挖好的路
灯基坑里，之后工作人员开始对灯杆进行
固定和线路连接。

“此次桐柏路站涉及 42盏路灯，将迁
改24盏，拆除影响道路的18盏。”市灯饰照
明管理处工作人员说。据介绍，目前地铁
站点土建中，凯旋路站、秦岭路站、桐柏路

站等7个站点在站点土建中将拆除站点范
围内的照明灯杆，这样就影响了市民的正
常出行需要。为了保证地铁土建过程中
市民晚上出行时照明不受影响，市灯饰照
明处将对站点范围内的路灯进行迁改，迁
改到站点范围外侧，并不得影响道路通
行。目前，桐柏路站、秦岭路站和碧沙岗
站的路灯迁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后进
行其他站点施工。

本报讯（记者 郑磊 文/图）
“我们学校门口没设红绿灯，每
天学生、市民都在车流中交织
穿梭，过个马路都提心吊胆
的。”昨日，郑州航院学生小徐
致电本报热线，称学校门口没
有交通指示信号灯，学生、市民
与机动车辆争抢过道，经常发
生交通事故。

上午 8 时 30 分，记者赶到
位于大学南路的郑州航院大门
口，看到学校大门坐东朝西，正
对着城中村孙八寨胡同出口，
中间隔着大学路，近百米宽的
路口没有任何交通信号指示
灯，也无交警、交通协管员，属

“三无”路口。

记者观察到，航院学生要
到对面城中村买早点，又有不
少外来打工者租住在孙八寨，
加上该村的市民，此路口人流
如织。不到半小时，就有 300
多人从大学路穿行。不少人为
赶时间抢道通行，丝毫不顾疾
驰而过的机动车辆。

“这儿经常发生交通摩擦，
有时候还造成短时间堵车，真替
学生们的安全担忧……”孙八寨
一家鲜花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如
果这个路口一直不安装交通信
号灯，将来还会发生交通事故。
市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采
取措施，消除“三无”隐患。

本报讯（记者 王红 实习生
李媛媛）昨日，记者从郑州市社
会保险稽查大队获悉，12 月 26
日～2010年1月10日，市社保稽
查机构将整体搬迁至航海西路7
号（郑州市老年公寓院内），在此
期间全市社会保险稽查投诉举
报渠道维持不变，确保畅通。

市社保稽查大队搬新家后
将于明年 1 月 10 日起在新办公
场所正式对外办公。搬迁期间，
群众维权服务工作不停止，凡举
报投诉和咨询社会保险问题的，
可直接到稽查大队新址社会保
险举报投诉大厅反映。搬迁后，
稽查大队原对外通讯方式不变。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目
前，市区西南部市民向南出行多
依赖嵩山路、西三环，不久之后，
这两条道路的交通压力有望减
轻。昨日，记者从市市政工程建
设中心了解到，近期我市将再打
通位于市区西南部的伏牛路、文
化宫路两条断头路，为市民向南
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目前，伏牛路与文化宫路自

淮河路以南基本都是断头路，而
根据规划，伏牛路将向南打通至
航海路，新打通路段规划为城市
次干道，道路红线 35米，其中车
行道宽21米，两侧各7米宽的人
行道；文化宫路自淮河路以南打
通至天下路，规划为城市南北方
向支路，道路红线宽 20米，其中
车行道 13米，两侧各 3.5米宽的
人行道。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一种
节约高效的新型微波烤补车开
始用于我市景观道路路病修
复。昨日，这种新机械在对中原
路与华山路附近一处龟裂路面
修复时，所采用的微波烤补工艺
吸引不少市民的眼球。

据介绍，以前路面维修时
通常采用挖补和贴补方法，即
把拌好的热沥青铺在旧路面
上，既费料又容易造成新旧路
面接缝明显。而这种“微波烤
补法”先用微波把沥青路面烤

热至 160℃以上使之软化，再将
旧沥青层收集起来输送到机器
里，添加新料搅拌，然后直接摊
铺、碾压。既不会将路面越垫
越高，又实现沥青旧料再生利
用，而且修复后的路面与周围
路面接缝小，更加美观。

目前，这种新型的微波沥青
烤补车我市仅有 3台，其中市市
政工程管理处 1台，主要用于中
心城区景观道路的路面修复；环
城快速路管理处两台，主要用于
三环路的维修。

家住对门户口竟分落两区
地界划分现分歧 小区居民很无奈

7个地铁站路灯开始迁改
灯杆迁至站点范围外侧

马路变身“溜冰场”
过往行人“很受伤”

昨日，在南四环与大学路交叉口，一处倾斜着的信号灯仍在工作。
灯下车辆行人来往不断。因信号灯电源未切断，一旦遇到下雨或下雪天
气，极易出现漏电情况，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本报记者 宋 晔 摄

道路“生病”微波烤烤
新型沥青烤补车上路

市社保稽查大队搬家
新址：航海西路7号

昨日，新型沥青烤补作业车在修补路面。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伏牛路文化宫路将分别打通
方便市民向南出行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在公交车上
大声地、肆无忌惮地接听电话，而且狂聊
一路，同车的人厌恶不已。昨日，市民朱
先生乘坐公交时就遇到了这样一名乘
客。朱先生拨打本报热线，诉说自己的

“遭遇”，他希望大家乘公交接打手机时，
最好小点声。

昨日 11 时 34 分，外出办事的市民
朱先生从嵩山路和棉纺路交叉口附近
坐84路公交车回家，一上车他就被坐在
紧靠下车门座位的一个女乘客“吸引”，
这名女乘客 20 多岁，穿着打扮也挺时
髦。朱先生被她“吸引”，不是因为她长
得美丽，而是因为她在边说边笑地通电
话，不时伴随着夸张的动作，女乘客的
行为让周围乘客很反感。让朱先生崩
溃的是，这位乘客在电话中狂聊一路，

直到他在航海路和嵩山路站下车时，女
乘客还在继续着自己的“个人演说”。

昨日下午，记者分别乘坐516路、38
路等几趟公交车，也发现有个别乘客大
声接打手机的现象。针对此现象，记者
采访了部分市民，市民大多表示反感。
一位市民说，公交车上比较嘈杂，声音
大也属正常，但长时间狂聊不太合适。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王先生的观点有一
定代表性，他认为公交车是城市文明的
窗口，乘客应该遵守乘车规定，遵守社
会公德，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据公交公司一姓孟的工作人员介
绍，公司制定的有禁止乘客车厢内大声
喧哗、车行驶过程中禁止和司机谈话等
方面的规定，这主要还得靠乘客的自我
约束。

人车交织过 难觅红绿灯

“三无”路口隐患多

公交车上打手机
声音可否小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