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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问问帮你问问 为你跑跑为你跑跑 替你办办替你办办

本报讯（记者 郑磊 见习记者 薛璐 通讯
员 侯惠霞）“是七院心外科吧，俺想让老院长
再为女儿好好把把脉……”放下电话，医护人
员眼泪夺眶而出，这位患者的母亲永远也见
不到老院长李新荣了，老人因身患癌症，带着
对工作的眷恋离开了人世……这位曾经的外
科医生，临走前留下了一份感人的遗嘱：把眼
角膜捐献给两个农村女孩儿。

“这两枚角膜能使两名患者重见光明，我
们将按照老人遗愿寻找受捐者，尽快为患者
手术。”昨日，为老人取下角膜的河南省眼库
工作人员杜晓峰郑重表示。接过捐献荣誉证
书的瞬间，李新荣的老伴桂纯、独生女儿李
玲，眼泪奔涌而出……

时钟拨回到去年10月19日，这是李新荣
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第一次以病人身份住
进奉献了 11年的医院。当天，他就起身去查
看一位先心病小患者，这是他一直牵挂的病
人，此时距离他离开人世还有 5 个月；第二
天，他执意穿上跟随他一辈子的白大褂，再次
站在熟悉的手术台前，当老伴儿哭泣着阻拦
时，他说：“我还有病人，我要把约定好的手术
做完才行。”为此，他要求推迟自己的手术时
间，挣扎着再次站在手术台前，只是，这成了
他人生最后一台手术。今年4月9日，65岁的
李新荣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老人走后，女儿李玲至今还在深深自责，她
无法原谅自己强加给父亲生命最后时刻的那份

痛苦。“为及时寻找受捐助者，保证角膜健康取
出，在父亲奄奄一息时，我同意对他进行药品灌
注，强迫他支撑到角膜手术时。”李玲泣不成声
地说，其实当时父亲的脖子已经肿得跟头一样
大，而且皮下渗血严重，连她都认不出来那是父
亲了，可为了完成老人的遗愿，为能帮助亟须角
膜的人，她们忍痛这么做了。

在李玲的记忆里，父亲是个严谨、视工作
如生命的人。“父亲是个工作狂，他一生都献
给了热爱的医护工作，就连奄奄一息时，心里
还惦记着自己的患者。”李玲还记得，父亲手
术前，为了制止他再挂念工作，她强制没收了
父亲的手机，可手术一结束，父亲就偷偷把手
机拿了回来，主动打电话慰问患者。“很多家

属可能现在还不知道父亲已经离世，有的还
打电话请求父亲为他们做手术。”

李新荣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医院，即使退
休后，老人还坚持在七院义务门诊，坚持手术救
人，就在等待确诊报告的当天，他仍然坚持在心
外科专家门诊，一旦有旧同事过来探讨医院业
务，他就来了精神儿头；在任院长期间，老人带
领工作人员在院内种了树木、花草，还养了鱼，
他说这样才显得医院有生机，老人在遗嘱中说
道：“将我的骨灰埋在七院新址附近常青树下，不
要留标志，不告诉别人——你们心中可记……”
在七院家属院内，人们传诵着这份感人的遗嘱，
含泪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没有李院长，七院
不可能有今天。”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张远龙
董清平）昨日从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传
出消息，16 只来自荷兰的洪氏环企鹅，有
望近期与郑州市民见面。

据悉，郑州市海洋馆拟斥资 160 万
元，将于5月中旬进口荷兰16只洪氏环企
鹅，这是河南历史上首次引进国家一级野
生保护动物。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

检处有关负责人昨日介绍，目前，世界范
围内禽流感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鸟类又属
于高危进口货物，因此，对此次郑州市海
洋馆从荷兰进口企鹅，动检处制定了周密
详细的检验检疫计划，并对海洋馆进境动
物指定隔离检疫场进行了考核，指导其建
立隔离场防疫消毒设施，完善各项防疫管
理制度，确保隔离场的选址、动物卫生防

疫条件等符合国家质检总局的有关规
定。有关准备目前已经就绪，只待 16 只
企鹅的到来。

洪氏环企鹅是濒危野生动物植物
种国际贸易保护公约（CITES）附录一
物种。生活于温带地区，适宜生活的
温度在 18℃左右，温度低于 10℃时就
会“感冒”。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郑杨）截至 4 月 11 日，上周市长电
话受理指挥系统共受理电话 788
个，其中协调补栽了行道树、降
低施工灰尘污染等群众反映强烈
的热点问题，件件抓落实，事事要
回音。

有市民反映，在陇海路地下道

南侧，苗圃街两旁行道树缺株较多，
建议进行补栽。二七区政府接到市
长电话转办件后，立即协调区市政
管理局办理此事。经区市政管理局
绿化所现场勘察，陇海路地下道往
南苗圃街两侧行道树产权属郑州铁
路林科所，但该所已撤销，此处行道
树长期无人管养。为此，区绿化所

义务承担了此处缺株行道树的补栽
工作，目前全部补栽完毕。

市民反映，京广路（中原路至航
海路段）因拆迁施工，周边灰尘污染
严重，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建议
加强治理。市长电话转市城市管理
局落实处理。城市管理局城区洒水
降尘管理中心立即召开中心领导班
子紧急会议，对现有冲洒方案即时
调整，抽调一线水车司机，取消午休
时间，加大对京广路冲洒力度，降低
因拆迁造成的灰尘污染，改善附近
居民的居住环境。 结对忘年交

爱心常涌动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孙芳行 魏佳

继）“能和这些娃儿结成忘年交，俺再也不会孤独
了……”昨日，平顶山市焦店镇敬老院内载歌载
舞，处处洋溢着温馨。原来，这是河南城建学院城
市规划与建筑系的志愿者给老人送来特殊的礼
物：与老人结对儿“忘年交”，定期来奉献爱心。

一到敬老院，刚放下慰问品，志愿者们就摩
拳擦掌，开展各种大扫除活动：替老人叠被子、
为老人收拾房间……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在陪
老人拉家常的同时，同学们还为老人表演精彩
的节目，乐得老人们合不拢嘴，禁不住跟着音乐
节拍扭动手脚，跟着唱几段精彩的京剧，个个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跑大老远来这儿无偿服务，感觉值不值？”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当然值！”志愿者魏佳
继肯定地说，他们将和孤寡老人结成对儿，实行
一对一服务，将助老、助困日常化。“我们的愿望
就是把每一天都变成学雷锋日，每天都用实际
行动去证明、去实践、去兑现学雷锋的诺言。”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陈
志毅）为图省事，施工人员将线杆强
行折断，这些折断的线杆“横卧”马
路，裸露路面的钢筋频繁伤及过往
车辆，给路人埋下很大隐患，通行市
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消除隐患。

“工作人员施工图省事，但却
给路人埋下安全隐患。”昨日上午，
三官庙巡防队员致电本报热线，反
映多跟折断的线杆“横卧”西四环
路，给过往市民造成诸多不便。随
后，记者赶到中原西路与西四环路
附近看到，几根通信线杆出现不同
程度折断，有一根多处被碾压碎，里
面的钢筋裸露在外，当疾驶车辆通
过时，很容易撞到线杆上面。“西四
环路车流量较密集，马路两侧还未
安装路灯，夜晚稍不留神就会撞上
这些线杆，实在是太危险了。”附近
居民刘先生担忧地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把线

缆拆除掉。”正在附近施工的一名
施工人员表示，他们受联通公司
雇用，负责将通信线缆拆除。“许
多线缆离地面太高，拆除时难免
会把线杆折断。”这名工作人员透
露，他们负责拆除西四环路两侧
约4公里长的线缆，施工时很难将
线杆完好无损拽出，因此将它们
强行折断也是在所难免。“为了不
留下更多钢筋茬口，我们尽量把
线杆从地平面处折断，对于那些
裸露的钢筋，我们会用锤子折弯，
尽量不伤及车辆轮胎。”一名施工
人员介绍说。

随后，记者与联通河南分
公 司 取 得 联 系 。 工 作 人 员 表
示，他会把问题反映给郑州分
公 司 ，尽 快 进 行 核 实 ，如 果 确
认这些线杆归他们所有，将引
导施工人员正确施工，尽量把
拆除细节做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 实习生 刘思湍）居民楼
前一棵 50 余载高龄老树上半截
枯死，不时掉落的枯枝陡增不少
隐患，居民无不为之担忧；经本报
协调，小区物业特种作业队对其
成功“截肢”，这才消除隐患。

“树上时常会有枯枝掉落下
来，有好几次都差点砸伤人，太
危险了。”昨日，经八路巡防队员
致电本报热线，反映黄河路电信
社区家属院内一棵 50 余载的参
天大树因为上半截枯死，掉落杂
物给居民造成诸多不便。记者
随后来到现场看到，此树生长在
居民楼前的路中间，主干有近
30 米，约有六七层楼高，该树顶
部 1/3 处已枯死，不时掉落树皮
树干，加上近日大风天气，小区

居民无人敢在树下停留，这给家
属院居民出入带来很多不便。

“因为小区门前道路狭窄，吊车
根本无法进入，加上树干太高，
便一直无法清除隐患。”居民对
此很无奈。

随后，记者与该小区物业公
司进行协调。“只有靠人工上树锯
伐，再用绳将上半截树干拉断，期
间还得确保四周居民安全。”物业
人员拿出“手术”方案，之后，物业
公司特种作业队两名工作人员身
上系上绳子爬上树干，对老树坏
死部分进行人工拉锯，同时楼顶
有两人负责拉绳协助，与此同时，
巡防队员在现场时刻维护周边行
人安全。经过数小时奋战，问题
大树“截肢手术”成功，困扰居民
多日的隐患彻底清除。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见习记者 孙
亚文）小明这两天老是闷闷不乐，家长
问也不说到底为何，从同学处了解到，
他的好朋友新买的篮球被老师没收了，
等了几天也没有返还。几位小学生还
说，班上经常有同学的玩具被没收，有
的还了，有的没有返还，想要回也不敢
给老师说。

“老师没收孩子的非学习物品，却
不及时归还是否合理，是否构成了对他

人财产的侵占行为？”近日，有读者向本
报咨询，对于老师是否有这种权利，没
收学生非学习用品后如何处理存有疑
问。

记者随机采访中原区几所学校。
学生带入学校的非学习物品以玩具、数
码产品居多。由于家庭条件优越、父母
宠爱孩子等因素，学生带手机上学现象
呈逐年递增状态，由于孩子的爱玩天
性，常会在课堂上使用，因此耽误听课

甚至影响周围同学学习。
中原区某小学老师介绍，学校有

明确规定不允许带手机等物品上学，
如果有个别家长需要与孩子保持联
系，在事先与学校或老师沟通的前提
下是允许特例的，但必须保证课堂上
不使用。

学生在课堂上使用非学习物品，
老师会视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为
保证正常的课堂秩序，出于爱护学生

的目的，老师的一般做法是先劝告，
在没有制止效果的情况下才会最终
没收。没收后的一般做法是由老师
暂时保存，在课后通知家长领取，或
者统一上交到政教处，再由政教处通
知家长领取，希望通过家长的合作达
到教育孩子的目的，并不会永久扣留
物品。采访中，有的家长对没收行为
较为理解，认为这样做是对学生负
责，但有家长希望学校能对没收后的
处理办法给予明确解释，比如家长不
能及时领取的物品如何保管等。

对此，律师表示，老师不能私自
保存没收物品，应交由学校统一保
管。如因家长未能及时领取造成的
物品丢失，应由学校负责赔偿事宜。

老师没收学生物品合适吗？
家长对此持不同态度

捐献眼角膜 光明留后人
市七院老院长李新荣走了，他的生前遗愿昨日完成

16只洪氏环企鹅将落户郑州
市海洋馆拟斥资160万元从荷兰引进

高龄老树存隐患
本报协调解民忧

线杆横卧路中央
过往市民怕受伤

昨日，二七区汝河
路小学“红领巾游戏节”
游戏展示活动拉开帷
幕。少先队员们展示了
跆拳道、少林武术操等
体育项目，在欢声笑语
中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西南灾区的旱情牵动着我市市民的心。昨日，在二七广场上，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建筑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发
起“一瓶爱心水，真情润西南”的爱心募捐活动，市民纷纷解囊。此次活动共募捐善款3712元，这些善款将通过
省红十字会直接送到灾区。 本报记者 丁友明 实习生 徐宗福 摄

城区一季度
好天占八成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张月）市环保局
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表明，今年一季度，我市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一、二级天数为 75 天，达标
率83.3%，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

据了解，去年市环保局联合公安交警部门
开展机动车环保道路抽检执法检查，查出2.3万
台冒黑烟车，今年，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大机动车
环保路检执法检查力度，查处超标排污车辆，严
格超标车辆复检，促进超标车辆的有效治理。

“今年，我市将加快‘简易工况检测站’建设，实
现对检查站、维修企业的实时监控和管理部门
的信息资源共享。”8 日，市机动车污染监察支
队副支队长耿清生告诉记者。这意味着，如果
维修后的机动车车况不达标，就不能出厂。市
环保局有关负责人提醒市民，如果发现车辆“冒
黑烟”，可记录车牌号、出现地点、时间，并拨打
67189378举报。

另据悉，我市今年计划创建省级生态村 40
个、市级生态村 40 个，还将建立市、县两级“以
奖促治”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加快推进村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降低灰尘污染
市长电话上周受理来电788个

只为卖水果
父子演双簧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翟培江）只为多
卖点水果，父子俩街上假扮兄弟演起了双簧，这
让不少市民防不胜防；骗局被揭穿后，面对众人
的指责，无地自容的父子迅速开溜。

昨日中午，花园路巡防队员邵明水、孙晓峰
巡逻到纬五路与政六街交叉口时，突然看见一
水果车前有两位老人在激烈争吵，并伴有推搡
动作，二人见状赶紧过去劝架。“怪不得你一直
说他的水果味道好，回家一看却都是坏的，原来
是你们父子演的一出双簧好戏。”市民张大爷质
问道。“咋了？还不是你自愿的，又没人逼你
买。”吵架的另一位老人回应道。原来，家住附
近的张大爷半小时前来买水果，卖水果的父子
便称兄道弟演起了双簧：父亲假装也是买水果
的顾客，不停劝老人说这家卖的苹果又甜又脆，
自己就经常在这儿买水果，说着还帮老人挑拣
苹果。“他一句句喊老弟，年轻人也一直亲热地
叫他大哥。”张大爷说，这让他信以为真，于是就
多买了几斤。到家后，张大爷才发现苹果不但
生涩，还缺斤少两，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帮他
挑的苹果都贴着商标，商标下掩盖的却是腐烂
疤痕……这让老人气不打一处来，掂起苹果就
回来找卖水果的年轻人退钱。”张大爷告诉记
者，旁边的商贩偷偷告诉他，这俩人是来自开封
杞县的一对父子，姓张，为了多卖苹果才演起双
簧，不少市民都因此吃亏上当。

见状，张大爷便上前和该父子理论，于是就
发生上述一幕。见骗局被揭穿，在巡防队员和
市民的指责声中，父子俩赶紧把钱退还给老人，
拉起车子转身开溜。

昨日，记者在文劳路附近看到，一小区家属楼俨然成为“宣传
栏”，上面贴有租房、招聘等信息，严重影响市容环境。

本报记者 王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