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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继续直降
本周还有雨雪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
进入了最寒冷的阶段，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数九天
气”。本周以晴冷天气为主，周三前后全省有一次
降雪天气过程，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最高气温，
西部山区和北部-3℃～-1℃，南部 0～2℃，其他
地 区 -1℃ ～0℃ 。 最 低 气 温 ，西 部 山 区 和 北
部 -12℃ ～-10℃ ，南 部 -7℃ ～-5℃ ，其 他 地
区-9℃～-7℃。

“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冬至后白昼时间
日渐增长，但是地面获得的太阳辐射仍比地面辐
射散失的热量少，所以在短期内气温仍继续下
降。周二和周末前后，全省将有两次冷空气活动，
周三前后，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降雪天气过
程。周五到周六，由于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具体到我市天气走势，
大致为周一、周日晴天，周二、周六多云，周三、周
四小雪，周五阴天，最高温度3℃，最低温度-6℃。

昨日，长期露宿街头的社会流
浪人员赵连荣终于踏上了返乡的
列车。这是连日来管城区民政部
门与西大街街道民政所联合帮扶、
救助、资助返乡的又一名社会流浪
人员。

18 日晚，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
以下。为防止露宿街头的外来务工
人员、社会流浪人员病、寒、困、饿而
发生意外，西大街街道民政所工作
人员与社区、巡防、城管带着棉衣、
棉被和食品，配合公安民警开展了
拉网式的排查。

在一处偏僻的小游园里，巡查
人员发现了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
躺在一个角落里，浑身散发着酒
气。巡查人员上前询问情况，并且
送上棉衣、棉被。但是老人表现出
明显的抵触，拒绝帮扶和救助。在
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老人终于

开口说话，他自诉名叫“赵连荣”，陕
西人，2000年离家到外地打工，辛辛
苦苦干了一年。到了发工资的时
候，老板突然“好心”请他喝酒，结果
他喝醉了。当他醒来时，老板说工
资已经发给他了，而且工资表上有
他的手印。他非常气恼，可没有什
么办法，自己没有挣到钱，从此开始
了流浪生活。

几经辗转，他流落到郑州，白天
在火车站周边打零工，晚上露宿街
头。

看着老人浑身发抖，口齿不清，
工作人员叫来三轮车将老人送到了
医院。经查老人患有疝气，还有老
年慢性病，医院给予了积极的治
疗。随后，老人被送到了管城区新
设立的临时救助站。

在救助站，老人得到了很好的
照料：一日三餐热汤热饭，还有崭新

的被褥。管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耐
心劝说老人返乡安度晚年，并通过
公安部门查找老人家乡的确切地
址。工作人员的诚心打动了老人，
这位在外流浪十多年的七旬老人终
于同意返乡。

民政部门为老人购买了火车
票，街道工作人员带老人去洗了澡、
理了发，为老人准备了充足的食物，
换上了一身保暖干净的衣服，用专
车将老人护送到了火车站。

临上火车，工作人员还不忘联
系列车长，希望一路关照老人安抵
西安，并委托铁路部门将老人护送
到西安市社会救助站，资助老人安
全返乡。

火车就要开了，老人紧紧拉着
西大街街道民政工作人员的手，嘴
里不停地重复着两个字：“谢谢，
谢谢！”

中原区“四个到位”
救助露宿街头人员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莉）寒冬料峭，

露宿街头人员的冷暖牵动着大家的心。中原区民政
局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积极开展对露
宿街头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
的救助工作。

中原区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关爱救助联合
行动”的实施方案。该区12个办事处还组成联合巡
查小组，针对雨雪灾害天气情况，连续 4 天对沿三
环四环立交桥、各小区游园、街边公园、市场周边、背
街小巷等角角落落进行了拉网式巡查，不留死角盲
区，做到“安排部署到位”、“巡查救助到位”、“制度建
立到位”、“责任督导到位”四个到位。

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实施分类救助。对未成年
人、残疾人、老人及时安排护送，对精神病人、危重病
人遵循“先救治后甄别救助”。对不愿到救助管理机
构接受救助的人员，提供御寒物品和详细的求助方
式。在陇海西路49号院西隔壁设立了中原区救助站
和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站，设置床位60张，采购和
贮备棉被、棉衣、食品以及常用应急药品，以满足救助
管理工作的需要。同时，中原区还在12个街道设立
临时救助点，每个临时救助点购买储备10件棉衣、10
床棉被、10余箱方便食品、水及常用应急药品等。

流浪十年七旬老人踏上返乡路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武伟李秋红

设置“内部曝光台”
监督车长安全行驶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如果车长出现A类违

章，我们会将他们的违章记录刻成光碟，在各个调
度室循环播放。”昨日，公交一公司安全科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强化公交车长安全行车意识，
他们在公司四车队试点设置了“内部曝光台”。

据介绍，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机动车驾驶人在
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其中，
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一次记6
分。安全科负责人解释说：“这就意味着从明年开
始，违章处罚力度将加强，扣分将加倍，公交车长
如果出现两次闯红灯的违章记录，将扣留其驾驶
证。”为了让年轻的公交车长不断意识到安全行车
的重要性，该公司安全工作人员会不定时、不定点
到线路上检查车长行车，如果遇到违章现象，他们
会拍摄照片或者录像，收集整理后刻录成光盘，在
所属公司的调度室内的电视上循环播放。

惠济区关爱救助行动
不漏一名流浪乞讨者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张超）昨晚 6 点，惠

济区组织民政局、劳动局、卫生局、执法局、公安局等
相关单位到南阳路与北三环立交桥下进行巡查、排
查，对此处露宿街头的进城务工人员和流浪乞讨人
员进行联合救助活动。

惠济区“关爱救助联合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各
成员单位重点对立交桥下、涵洞、废弃房屋、建筑工
地等重点区域排查，要求全天不能有露宿人员，发现
当即劝说，如无住处，及时送至服务站，发现流浪乞
讨人员及时派车送至救助站。该区在长兴路办事
处、刘寨办事处辖区设置了救助站和惠济区外来务
工人员服务站，目前，已安置30张床铺，11人外来务
工人员入住。

惠济区将救助工作纳入网格管理，辖区每个立
交桥、涵洞都明确到人，领导责任包干。同时实行零
报告制度，每天对各镇办排查的情况进行汇总，按时
间要求及时上报。自 12月 5日至今，累计参加人数
4500人次，出动车辆791车次，劝说进城务工人员94
人，其中入住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站 11人，护送 13名
流浪乞讨人员到市救助站。

偷老板钥匙行窃
美发店员工获刑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李晓理）郑州一
美容美发店老板荣女士下班回到家，发现家中被盗，
然而令她没料到的是，窃贼竟是她店内的打工仔。
二七区法院日前审结了这起蹊跷的入户盗窃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戚某来自豫西农村，
今年 4 月辍学到郑州打工，被招进荣女士的美发
店当学徒。在工作中，戚某眼羡别人的名牌手机，
很想要一部苹果牌手机。他曾多次去过老板的
家，对其家的情况较为熟悉。今年7月25日傍晚7
时许，戚某趁荣女士不备，将美容美发店吧台内荣
女士家中的钥匙盗走，抢先一步跑到荣女士家，并
用盗窃来的钥匙顺利打开了房门。一阵搜索之
后，他将荣女士放在家中柜子里的白色挎包内的1
万元现金盗走，并将赃款全部挥霍。8 月 4 日，公
安机关将戚某抓获归案。案发后，被告人戚某的
家属代其主动退赔荣女士全部经济损失。

鉴于被告人戚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和悔罪
表现，二七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9 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大学路办事处干部职工捐赠棉衣棉被，由办事处民政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送给建筑工地上的
务工人员和街头流浪人员，帮助他们抵御风寒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摄

元旦将至，我市许多商场张灯结彩。昨日，在
位于建设路西段的一个商务广场上“极地奇观”大
型气球造型艺术场景秀吸引着众多市民的目光，
人们纷纷在这里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员 楚
哲）35 岁孕妇王女士，不仅属于高危
产妇，血型还是罕见的“熊猫血”，更可
怕的是产后出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幸运的是，经过市一院多学科联合协
同72小时努力抢救，目前母子平安。

家住二里岗南街的产妇王女士，
属于 Rh 阴性 A 型血型，怀孕已 9 个
多月。由于她是前置胎盘属高危产

妇，极易造成大出血，且羊水少、高
龄、二次剖宫产子宫疤痕等不利因
素，接诊医生和家属沟通后，家属选
择剖宫产终止妊娠。在周密准备后，
20日 11时，医生进行剖宫产手术，产
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不料，当晚 9 时多，产妇王女士
突然出现生命体征不稳定，经产科主
任鲍志敏检查发现，产妇宫腔内有积

血，血压迅速下降，出现意识不清等
失血性休克症状。该院立即启动绿
色抢救通道，组织产科、麻醉科、血库
等科室进行会诊，化验结果提示为产
后最可怕的并发症——急性弥漫性
血管内凝血。经过惊心动魄的 72小
时紧张抢救，输血 1 万多毫升，终于
把产妇抢救过来。目前，王女士已脱
离了生命危险，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关爱救助行动关爱救助行动 寒冬送温暖寒冬送温暖

高龄“熊猫血”产妇大出血
多学科专家72小时紧急抢救

随后，张海迪还来到新密市后士郭村郅
银州家，郅银州肢体四级残疾，他的妻子智
力四级残疾，他们拥有两个健康聪明的女
儿，一个读大学，一个读高中。

得知郅银州还是村里的残疾人专职委
员，张海迪很感兴趣，询问了村里残疾人的情
况，并鼓励郅银州做好残疾人的工作，有困难
积极向残联反映。临走的时候，张海迪握着
郅银州的手真诚地说：“谢谢你为残疾人事业
做的努力，你们基层工作者辛苦了！”

“海迪妈妈好！”一走进新密市残疾人综
合服务中心，这里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孩子
们就围在张海迪身边（如图），一个个争相和
她握手、问好。张海迪亲切摸着每个孩子的
小脸蛋，也向他们问好。

在康复中心的测听室内，有七八位母亲和

孩子正在进行听力训练，张海迪亲切的问了孩
子的病情，并鼓励她们说：“孩子会好起来的，
别着急，要坚强一点，希望孩子能早日康复。”

在另外一件康复室内，孩子们向张海迪
送上一个自己亲手做的手工礼物。

“提前祝小朋友们新年快乐，希望你们
能早日康复。”握着孩子们的小手，张海迪亲
切的祝福。

临走时，不少人前来给张海迪合影，虽
然工作人员说赶时间，但是张海迪亲切地答
应了每一个人的要求。

寒风瑟瑟中，伴随着一代中国人成长的
“当代保尔”张海迪，脸上的微笑一直没有落
下过，她轻柔的一句“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留在了郑州残疾人的心中，也留在了
中原大地上。

中残联主席张海迪寄语我市残疾人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本报记者 李娜 文 李焱 图

天气晴冷，昨日的郑州零下7摄氏度，中残联主席张海迪的

笑颜如同一抹最为温暖的阳光，温暖着新密市残疾人的心。张

海迪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新年的礼物，更带来精神馈赠，鼓励他们

“一定要坚强乐观，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昨日一大早，今年已经70岁的
新密市米庄镇米村8组樊变早早梳
妆好，穿着平时很少穿的暗红色上
衣，和两个儿子、孙女坐在客厅的
沙发上，时不时向门口张望。“早在
20年前就听说过张海迪的故事，她
身残志坚的事迹鼓舞着我们一家
人乐观生活，现在能见到她本人，
真是太激动了。”

10时，被工作人员推着的张海
迪出现在樊变家门口，穿着咖啡色
风衣、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淡妆的
张海迪看起来比电视上精神要好
些。一进门，她就主动伸出手给樊
变一家人握手，叮嘱他们赶快入座，
并拉着樊变的手唠起了家常。

张海迪详细询问了樊变一家
视力的情况、收入如何，看了看他
们的新房和旧居。樊变拉着张海
迪的手，心疼地说：“天这么冷，你
还大老远跑过来。”张海迪笑着回
答：“天再冷也要来看看你们，看看
咱们残疾人朋友能过上好日子，我
心里暖和着呢。”

樊变家中有视力残疾遗传史，
她和两个儿子都是视力一级残疾，
孙女是领养的。虽然身体残疾，但
是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大儿子米
学治通过自学现在从事心理咨询
工作，二儿子米三孩学习按摩技术
后，在村子里开了一家按摩室。

张海迪听说米学治和米三孩都
可以自立，非常地高兴，还给他们传
授起生意经：“我 15 岁的时候做过
医生，给群众针灸，咱不管客人多
少，一定要把技术学好，态度要和
气，这样生意才能越来越好。”当知
道12岁的女孩米冰珂在6年级就读
的时候，张海迪拿出一本电子书送
给小冰珂，她说：“这是我自己给你
买的礼物，这个电子书可以看书、听
歌，还能下载很多东西。”她摸着小
冰珂的头亲切的鼓励她说：“要好好
照顾奶奶，好好学习，要相信这些困
难都是暂时的，大家都会帮助你，等
你长大了，一切都会好的。”小冰珂
听后，使劲地点了点头，她说：“海迪
妈妈，您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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