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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烈日下的绿城女警
核心提示

日前，省委书记卢展工在谈到郑州交通问
题时说道：郑州的交通拥堵问题十分突出，所
以郑州的交通警察最辛苦，他们从早到晚一直
站在路口，指挥量很大，忍受着尾气，承受着高
温。如果没有他们这支队伍在那里站着，更不
知道郑州的交通会怎么样。

卢书记的这番话深深激励了烈日下辛苦
执勤的交警同志们，同时也把社会的目光再次
引向交警这个特殊岗位。我们也把目光再次
聚集到绿城交警中那支特殊的女交警群体中，
试图在炎炎烈日下去寻找那份感动和温情。

一位女交警的一天

7月1日早晨5点半，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郭爱玲急忙伸手从床头
柜上把手机闹铃关掉，她怕闹铃多响几声会把
正在熟睡的儿子吵醒。

揉揉迷睡的双眼，伸个懒腰，新的一天又开
始了。郭爱玲迅速起床开始洗漱，在洗漱间
隙。丈夫李阳也起床了，她对李阳说：“今天我
全天值班，你辛苦一下把家里的电风扇拿到维
修处修修，这天太热了没个风扇真不行。对了，
还有上午你陪俺爹去医院看病吧，看看情况怎
么样？要是严重了就先住院。我下班了直接去
医院。”李阳边洗漱边答应着郭爱玲交代的事。

15分钟后，洗漱完毕的郭爱玲简单地画好
了淡妆。她麻利地收拾下凌乱的客厅，把两岁
多儿子扔的玩具放进了玩具箱中。此刻，公公
和婆婆还有从老家商丘赶来看病的父亲都已
经起床。婆婆李顺芹张罗着做早餐，公公吕文
有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郭爱玲 60多岁的父
亲郭书义在房间整理自己的床铺。

十几分钟后，婆婆已把粥煮好，正在烧
菜。郭爱玲走入卧室，亲吻下正在熟睡的儿
子，然后开始准备从家出发去上班。

婆婆听到儿媳提包准备去上班，在厨房喊
道：“闺女，先喝碗粥再走吧，不会耽搁时间
的。”郭爱玲应声道：“妈，你们吃吧，我在路上
买个饼吃吃就行。”她边回答着，边拿着包打开
门。李阳这时抱着充满电的电动车电池，跟随
在后面下楼。

这时，李阳的手机突然响起。他接通后才
知道，单位今天有特殊情况，需要马上到岗。李
阳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石佛劳教所工作，类
似的特殊情况需要加班，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
饭。他帮妻子边安装电池，边愧疚地说：“今天
没法带咱爹去医院了，单位有急事要我过去。”

郭爱玲听后说：“那你去吧，我下班了回来带
咱爹去医院。”说完，郭爱玲开始从北环中方园小
区的家中骑车往中原路嵩山路的岗位上赶。

郭爱玲是郑州市交警九大队的一名普通
民警，她所在的岗位是青少年宫岗。自2005年
考入这个特殊的队伍后，至今已经在这个岗位
上工作了5年。

7 点钟，路上的车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郭爱玲也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

她站立在十字路口中央，开始指挥川流不
息的来往车辆和人群。半个小时时间，衣服已
经被汗水浸湿，脸上的汗水不断往下流。

一个小时过去了，太阳已经开始升温，温
度迅速升高。可此时正是车辆和行人高峰时
刻，她顶着酷热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上午9点钟，高峰岗过去，她的队友把她换下
了岗休息。趁着休息间隙，她来到旁边的早餐摊

车旁，花两元钱买了张饼就着白开水吃了起来，她
笑着说：“这样比较省时间，又能顶到中午换岗
了。要是在家吃，不到换岗时候就饿得难受。”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又该到她执勤的时
候了。此刻正值中午12点，外面像火炉一样烤
人，又赶到中午下班高峰时间。她换下同事，
再次踏上炙热难忍的岗位开始疏导交通。

短短的十几分钟，刚暖干的一身警服再次
被汗水浸湿。此时，郑州的高温天气高达
35℃，柏油马路地表高温高达40℃。车来车往
掀起滚滚热浪，扑在她身上。一班岗下来，她
几乎快虚脱了，不停地大口喝着开水。她笑着
对记者说：“我们最需要的是不断补充水分，一
天下来喝的水能比上你们两天喝的总和。”

就这样，每隔两个小时郭爱玲和同事换一
次岗。一直到晚上9点钟，她一共值班四次，每
次两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如遇到
有特殊情况，晚上下班会更晚些。

华灯盛夏的郑州街头，公园里响起了纳凉
老人们的琴声。忙碌一天的郭爱玲也下班了，
她骑上电动车开始往家赶。

回到家中已近10点钟，她顾不得换下被汗
水浸湿的衣服，连晚饭都没吃就急忙和丈夫李
阳一起带着父亲往省人民医院赶。

在省人民医院，她陪着父亲楼上楼下来回
奔波做检查。12 点钟，所有一切检查结束后，
医生给郭书义打了一针抗生素，然后在女儿和
女婿的陪伴下回到家中。

一天忙下来，郭爱玲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
没有了。晚饭变成了夜宵，喝了碗粥，吃了点
西瓜后。此刻已是深夜 1点钟，她把警服换下
来洗干净晾在阳台上才开始上床休息。

舍小家为大家

“我不能提父母，一提起他们我的泪水就

止不住。”郑州市交警九大队民警李暖，这个26
岁的倔强女交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家中
的父母，泪水犹如珠子般止不住往下流。

李暖老家是河北省石家庄新集市人，2008
年从部队转业后来到郑州市交警九大队。当
初她的愿望是能够分配到基层派出所当一名
片警。可由于工作原因被九大队淘宝般，把她
淘到了九大队当了一名交警。

虽然工作只有短短两年多，但她却做得有
声有色。在成绩的背后，她放弃了很多，付出
了很多。

李暖的丈夫赵金涛是洛阳人，至今仍在山
东的部队服役。虽然已经结婚，但两个人一直
过着两地分居，分多聚少的日子。

在采访中，记者问她有多久没回过老家看
望父母了。她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哽咽着
说：“从上班至今，我一次河北老家也没回去
过，就连我老公家洛阳从结婚到现在我也没去
过一次。做梦都想回去看望他们，可实在是没
时间啊。我不能提起父母，一提起他们我就会
哭，内心非常内疚。”

为了让双方父母放心，李暖和赵金涛相互
养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工作中和生
活中的成绩他们都争相给父母倾诉报喜，然而
自己的困难和伤痛他们都深深地藏在心里，不
让年岁已高的父母知道，怕他们担心。

6月 22日下午 7点 40分，正在青少年宫岗
位执勤的她，突然晕倒在岗位上。被同事和附
近的路人发现后，急忙送进了医院。在医院抢
救了近一个小时，她才苏醒过来。这件事至今
她未曾向父母讲过，唯一知道的是远在山东部
队的丈夫。电话中，钢铁般的汉子赵金涛得知
情况后，在电话那端心疼得放声痛哭起来。

就这样，简单休息了一夜。输了几瓶液
后，第二天一早李暖又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李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有个孩子，然而
由于职业特殊，使命特殊，这个愿望至今未能

实现。她说：“我做梦都想有个宝宝，可是由于
长时间站在马路上，灰尘和汽车尾气对身体影
响太大了，一直到现在也不敢要孩子。唉！在
等等吧，以后有机会了再考虑这事。”

在郑州市交警九大队，类似李暖这样的情
况还有很多。她们为了道路的畅通，为了特殊
的使命，为了对得起这身庄严的警服，放弃了
很多，付出了很多。这群特殊的倔强女警，用
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绿城的畅通。

从严执法受尊重

郑州市交警九大队，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在
外界人看来，像“花瓶”一样是一种摆设。公安工
作是血与火的战场，这些娇嫩的“警花”能行吗？
还有些议论已近乎尖刻和无情。面对如此议论，
她们没有气馁，反而有了一种力量，她们用实际
行动向质疑者证明了自己并不是弱者。

郑州市交警九大队青少年宫岗李妍，名字
和人一样的美丽。她执法是以柔克刚，她执勤
的青少年宫交叉口有二十多条公交线路，每天
粗略统计也得有 1000 多个车次往返。有时公
交车司机到了路口就发急，违章加塞变道现象
时有发生，严重干扰和影响了路口秩序，给周
边经常造成拥堵。遇到这种情况李妍不温不
火，为了避免耽误车上乘客的时间，也为了避
免个别乘客起哄引发围观，李妍总是和颜悦色
将违章司机的驾照号码记下来，然后指出他的
违章行为后立即放行。接着李妍与司机所在
的公交分公司负责安全的领导电话联系，让他
带着那个违章司机抽时间到岗上来，让他们到
现场看一看，违章造成的混乱，看后李妍就会
对他们说：“我不是非要处罚你，你在这里看
看，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真正认识到错了，你们
就走。”并嘱咐领导在安全会上讲讲，咱们都要
互相理解。还别说，这法还真灵，李妍说得很
形象：“发烧不能只吃退烧药，还得彻底消炎，
炎症没了发烧不就好了。”

刘瑞看上去黑黑的、高高的，但一说起话，
仍有女性那种特有的羞涩。谈到在一次纠正
处罚交通违法时，她被一辆轿车挂倒，虽然伤
得不重，但警服挂破了，手臂也擦出
了血。她当时真的想坐在地上哭一
场，可后来她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
一股劲，一下子就猛追过去，在同伴
的协助下，最终拦下了这辆车。经
查证，该司机为无证驾驶，怪不得还
未与民警说上几句话就跑。刘瑞当
时显得非常冷静，司机是一男青年，
面对拦住他的几个女交警，神态上
还有点不屑。刘瑞平静地问男青
年：“你无证驾驶非常危险，你撞了
我，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如果
撞了车，自己的安全有保障吗？”

男青年这时似乎已经看出刘瑞
擦伤的手臂和挂烂的警服，他觉得
惹了祸，或是面对几个女交警这样
的平和理性，男青年声音很低地说

道：“你们该咋处理就处理吧。”刘瑞听后
说：“依照交通安全法，你的行为不只是罚
款还应拘留。”最后，违法男青年不但接受
处罚，刘瑞和同伴还顺利地将男青年送到
了拘留所。

温情的教育，严格的执法。这些女警
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她们虽
然是一群女警，但是她们并不比男警差，背

负着与男警同样的天职，并且用自己的辛勤汗
水和超负荷付出谱写出了一曲赞歌。

女警处处送温情

郑州市中原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二七区的
市盲聋哑学校，都是九大队设立的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基地。郑州市交警九大队制定出一套详
细的入校宣传计划，女警们携带材料定期入校
宣传。民工子弟学校的很多学生，长年随父母

“南征北战”，安全意识淡薄，学校曾有好几个学
生因交通事故伤亡，女警们制作出很多教具，以
游戏的方式现场传教，寓教于乐，起到了良好的
教育效果。该校王校长曾感慨地说：“九大队的
举动是破天荒的，在我们建校史上是没有过
的。”自女警们入校开展宣传教育后，该校再没
发生过一起小学生因交通事故而伤亡的事故。

郑州市聋哑学校的情况更是特殊，女警们
真是动了一番脑子，她们先学了一些简单的哑
语，然后与学校的哑语教师一道将聋哑生带到
大马路上，现场指出马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现
场解答，现场提问。尽管这些聋哑生听不到汽
车的响声，说不出交通违法行为的不对之处，但
他们却能用手势回答出正确与否，当某一种错
误的交通行为被这些聋哑生用手势打出来，然
后通过哑语教师传述给女警们后，女警们欣喜
无比。因为他们的手势答案与正确的答案一模
一样，他们懂得了正确与否，就会很好地保护自
己，免受交通事故的伤害，这对于他们的一生都
有益处。公安部交管局的领导也曾亲临现场，
目睹了九大队的女警们这一杰作。

郑州市交警九大队，这群来自全国五湖四
海的警花们，在公安工作血与火的洗礼中，任
凭风吹雨打，她们撑了下来。不断地成熟，脱
去了稚气，隐藏起了娇嫩。寒暑易节，日月轮
回，这些“警花”非但没有折枝，更没有凋谢，而
是叶茂根深，茁壮成长。在道路交通管理战线
上，到处可以见到女警们矫健的身姿，她们柔
情似水却又坚忍不拔，背负着与男警同样的使
命，为绿城的畅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
华，谱写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赞歌。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 唐 强 图 通讯员 彭天增

上调最低工资
别落下了农民
从1日起，北京、河南、深圳、陕西、

安徽、海南等多个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据悉，
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
区市共有27个。(7月4日《长江日报》)

加薪的最大受益者主要是城镇居
民，而人数更广的农村居民受益不大。
需要提醒的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
差距同样是一件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据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透露，尽管
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但仍
然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
距仍在扩大。

事实上，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统
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还要高出不少，因为
目前统计的城镇居民收入只包括可支配
收入，不包括城镇职工享有的公费医疗、
教育补贴、养老待遇等，而这些待遇农民
要不没有，要不数量与城市居民相比太
低，可忽略不计。

从农民的收入渠道看，由于中国农民
人口众多，通过国家多予的办法拉平城乡
收入差距，从生产力水平和财力基础方面
看，是不可行的。而国家少取，只是免除
500亿元左右的税收，分摊到8亿农民每人
也只少交60多元而已，而且不会有可持续
性的减免收益，因此也行不通。

在笔者看来，提高农民收入的主
要办法在于彻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
件。按照现行的土地政策，政府和开
发商是征地的最大受益者，而绝大部
分当事农民没有因征地而致富，却因
建设征地而致贫。

调整最低工资，不能落下农民。长
久以来，农民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和牺牲。现在该到反哺农业的时
候了，有关部门应切实采取强有力的改
革举措，创新手段，让农民享受到经济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小乃至消除城
乡收入差距。 童卉欣

留守儿童相约自杀是断裂社会之痛
3日，陕西杏林镇5名小学六

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里喝农
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
时送往医院。事发后孩子们都选
择了沉默。(7月5日《华商报》)

当儿童和青少年有自杀的想
法的时候，他们很难从这种低落
的情绪中走出来。他们遇到问题
往往不是单一的，可能是自身的
或者外界的影响，也可能是长期
被忽视、学习压力和自卑等等，这
些因素加起来就将他们推到轻生
的边缘。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
让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遗
憾的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选择
了沉默，这无疑更加令人担忧，因
为沉默则意味着问题更难以解
决，心理辅导更难进行。

2008年年初，全国妇联发布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留守
儿童大约有5800万人。这样的数
据，让我们无比沉重。对于孩子
们来说，没有了父母的陪伴，他们
的世界就是残缺不全的，他们寂
寞地成长着，天伦之乐不再是日
常生活用品了，而是一种奢侈品。

我们也明白，心理辅导可能
也只能是医治个体问题，它无法
医治整个社会的深层问题。当
下中国的社会格局，按照著名社
会学学者孙立平的说法，就是

“断裂社会”。断裂造成了群体
间的疏离，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
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
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
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在现
实的意义上，首先是指明显的两
极分化。

而在这样的分化之下，社会
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放大效应，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断裂社会的
剪刀差效应”。这种效应让上一
代人可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
一旦投放到下一代人身上，就会

加倍地扩大影响。对于留守儿
童的父母来说，他们在城市里艰
难地务工赚钱，虽然也在思念着
家乡的孩子与年迈的双亲，但是
这一切似乎都还可以承担，很多
时候也可以以赚更多的钱来改
善家庭生活等为精神慰藉。但
是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失去的远
远比有孩子陪伴的父母来得
多。更为典型的是，像前段时间
富士康的N连跳自杀事件，那些
轻生者也大多为20岁出头的新
生代农民工，那种可能对上一代
农民工没有太多影响的生活，在
他们经历时就是一种无法忍受
的痛苦。于是这样的自杀，成为
了一道道断裂社会之痛。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
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一个时代
的各种弊病，它最终的所有结
果，都可能毫无保留地传承给
了下一代，比如那些被污染物
致铅中毒、被疫苗致死致病、被
屠刀砍杀、被毒奶粉侵害的孩
子，这些孩子承担了绝对不该是
他们应该承担的人生灾难。此
外更有各种负面的精神污染，比
如小学生立志成为贪官，理由是
因为贪官什么都有等等，这都表
明很多的社会问题，已经从娃娃
开始病起了。因此很多时候，我
们解决现实问题时，除了反思当
下的各种眼前问题，更应该将眼
光放到如何消除长远的影响上
去，着力于改善下一代最基本的
生存土壤。

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下
《少年中国说》，希望中国能够重
生为一个少年，朝气蓬勃，充满
希望。今日的中国是强大了，朝
气蓬勃，但却让很多的少年缺失
了朝气，走向了忧虑与轻生，假
如梁老看到，将会是一种什么样
的感触与心情呢？ 张天潘

上午 9 点多，占
道经营的瓜贩被城管
队员暂扣了秤，买瓜
及围观的市民帮瓜贩说情，没想到双方
因此发生冲突，市民刘师傅被城管汽车
连顶两下，还被喷了一脸辣椒水。街道
城管科杨科长代表城管队员向刘师傅
道歉，并称主要当时天气燥热，双方都
比较激动。（《现代快报》7月6日）

城管执法是不是应该接受市民监
督？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问题却
是，霸道的城管很少能做到自觉接受监
督——这则新闻中被喷了辣椒水和差点
被撞伤的市民刘师傅，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不接受监督也就罢了，作为执法管
理者，城管不是街头流氓，怎么能对市民
随便动用“非常规手段”？更重要的是，

“辣椒水”这种“伤害性管制武器”怎么城
管说用就用？有没有法律依据？

老实说，城管动用暴力手段的事儿
早已不是“新闻”。但这一次，城管方面
的理由却更加古怪：因为天气燥热，城管
队员比较冲动。城管一冲动，市民倒大
霉，辣椒水外加车撞，这种看上去只有小
说中才能出现的镜头化为了赤裸裸的现
实，如是的“天热的冲动”令人不寒而
栗。这起事件足以证明，城管的暴力作
风是具有“延续惯性”的，今天对小摊贩

“连打带骂”，明天也说不准就会对市民
“吹胡子瞪眼”，这不是什么杞人忧天。

直到今天，我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规
范城市管理执法方面的独立法律文件。
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在赋予
城管宽泛职权的同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
权力监督机制。履行职责、工作执法缺乏

必要的监督，上层的权力
监管又不可能“面面俱
到”，久而久之，权力没有

掣肘，为所欲为便成为可能。
城市需要管理，注定了城管作为城

市执法者的合理性存在。但城管暴力
屡禁不止，却是法治社会之伤。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曾经说过：“制度
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
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
件。”在现代法治社会，只有制度的完美
才能带来公共权力行为的完美——“人
性化执法”的诉求、呼吁也好，城管部门
自身文明执法的自律也罢，都不可能从
根本上“消灭”渐成痼疾的城管暴力。只
有到位而严厉的法律制度，才能充当城
管暴力的“终结者”。再不对城管执法进
行立法规范，无论对于权力还是对于民
众，都是一种悲哀。 陈一舟

世界杯上“中国制造”的尴尬
和上届世界杯一样，我们看不到

中国足球队员的身影，却看到了无处
不在的“中国制造”，这或许可以让国
人在遗憾之余聊以自慰。但在我看
来，“中国制造”只能满足一时虚荣
心，因为它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赛场内外虽遍布“中国制造”，但
中国企业获得的只是蝇头小利甚至
无利可获。“瓦瓦祖拉”出厂价一般在
0.6元到2.5元，而在南非可以卖到20
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
(约合53.1元人民币)不等，中国加工
企业从中获取的利润不到5%。经济
学学者马光远博士说，如果再考虑到
环境成本等诸多因素，“瓦瓦祖拉”是
名副其实的赔本赚吆喝。

“中国制造”之所以受到国际青
睐，是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打造出了廉价的“中国制造”。有人
算过：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
玩具，商场零售标价是100美元。“中
国制造”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中国
大陆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3美

元，中国大陆外贸公司的毛利润是
每件7美元，中国香港贸易公司的毛
利是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是32
美元，商场毛利是18美元。由此可
见，“中国制造”已成为他国赚取丰
厚利润的漂亮外衣。

如果“中国制造”也可算作品
牌，那也是用贴牌和低廉劳动力打
造的。这种“中国制造”的产品越
多，“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就越少。
虽然中国已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工
业生产大国，但中国还远不是创造
大国、品牌大国。由于缺乏技术等
深层次竞争资源，中国制造业仍只
是个“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闯
入世界杯且随处可见又能怎样。

我们该反思，什么时候才能在
世界杯上有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等
国外大品牌那样的荣光和收益？从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
是对中国企业家乃至中国政府的一
次大考验，希望中国政府和企业家
早日交上一份满意答卷。张魁兴

风景那边独好
从7月1日起,北京、河南、深圳、陕西、安

徽、海南等多个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据悉,今年上调或
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共有 27
个。加薪的最大受益者主要是城镇居民,而
人数更广的农村居民受益不大。需要提醒的
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同样是一件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焦海洋 文/图

女交警规范的手势赢得过往群众的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