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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大院：爱心接力成就“郑”能量
本报记者 李颖 文 丁友明 图

“一位命运多舛的特殊住客，一场 37
年的感动接力，一座温情洋溢的和谐社
区。老同学、老邻居、插队队友，组成爱
心磁场；新朋友、新邻居、热心晚辈，传递
生命阳光。邻里守望，友爱互助，缺钱缺
人就是不缺关爱，这是大院欢笑长驻的
原因。”

在 2012“感动郑州”十大年度人物颁
奖盛典上，陇海大院获授“爱心集体奖”，
这是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在与主持人
的互动中，邻居们簇拥着高新海乐呵呵
地说：今年的年夜饭一如既往，还在新海
家吃。

二七区陇海大院居民高新海，1976
年在沟赵农场插队时，突患急性横贯性脊
髓炎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
觉，1983年，家里的顶梁柱、一直悉心照顾
他的二哥因病去世；1987 年，疼爱他的母
亲患结肠癌做了切除手术；1997 年，大哥
因肺病也做了切除手术；2005 年，父亲患
上老年痴呆；2008 年，高新海的父母相继
去世，留下他孤零零一人……

当不幸笼罩这个家庭的时候，大院里
的邻居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一个自发形
成的爱心群体自觉承担起照顾他的义务
——洗澡、理发、端屎端尿、上车下床……
生病时，大家不分昼夜轮流在床前守候；
排便不畅时，甚至会不嫌脏臭用手帮他解
除痛苦。

这个爱心群体的主要构成是高新海
当年的老同学、老邻居以及下乡时的队友
们。高新海说：“邻居们平时在生活上对
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帮我洗衣做饭，给我
买点生活用品更是常事。我家里几乎都
没有断过人，谁有时间谁去，看看我缺啥

少啥，或者就是去陪我说说话，有的太忙，
没时间过去，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几十
年了，邻居们有的搬到别的小区，还时常
抽时间回来看我，给我带生活用品，新来
的邻居也很快加入到照顾我的队伍中。”

在高新海的床头，张贴着几名重要联
系人的手机号码。只要他一个电话，马上
就会有人赶到他的身边——风雨无阻。
无怨无悔的付出已经成为大家无需号召
的自觉行动，37年来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
里，大院里究竟有多少人帮过高新海，无
法统计，难以统计，也用不着统计。走了
一拨，又来了一茬，老朋友们老了，年轻人

又跟了上来。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约定，
他们的爱心接力，37 年的漫长岁月里，从
来没有掉过棒。

37年爱的积淀，转化为高新海自强自
爱、乐观向上的生命正能量。每个初次见
到他的人，都会惊异于他那开朗的笑容、
欢快的笑声。高新海说：“邻居们对我太
好了，好到就算是亲人也不一定做到。我
离不开他们，如果没有我的邻居，我绝对
活不到今天。很多时候，想想邻居们对我
的好，我都会偷偷流泪，这泪水有感动，也
有欣慰；高位截瘫是我的不幸，能够住在
陇海大院，我很幸运。”有这么多的关心和

关爱，咋能不微笑？
爱心，在这个百年大院里萌发、会

聚、传播，正是这种相互帮助鼓舞、超越
亲情的正能量，把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
悄悄抚平，转化成快乐的音符，转化成滋
润的雨露，构成陇海大院弥足珍贵的社
区文化。

如今，高新海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
他用这辆三轮车免费接送社区赶着去办
急事的人，谁着急上班，谁赶着去火车
站，谁要去医院看病，高新海闻讯会立马
赶到。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陇海大院将要
上演传统节目——到高新海家吃年夜
饭。“这个传统有好多年了，每次至少是
两大桌人，如果地方再大点，人还会更
多。不光是年夜饭，遇到世界杯、欧洲
杯等大赛时，我家也是邻居们聚在一起
看球的地方，其实，我知道，邻居们就是
为了陪陪我，怕我寂寞，跟我说说话。”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热泪盈眶，总有
一种精神让我们感动振奋。37年，老了几
代人；37年，几代人成亲人；37年，时间的
容器珍藏了一个普通居民大院里发生的
爱心故事，演绎着陇海大院不离不弃的坚
守力量。

荣登 2010 年中国文明网“中国好人
榜 ”，荣 获 2008 年 河 南“ 十 大 爱 心 集
体”、2011 郑州市“首届慈孝集体”、2012
年“感动郑州”爱心集体……陇海大院
里的爱心故事，已不单纯是帮扶残疾人
高新海的爱心故事，而以一个道德群体
的形象矗立人们的心中，感动着这座城
市，并成为外界认识郑州的又一张崭新
名片。

9项措施集中整治
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王娟 通讯员 邢红军）记者昨日从我
市警方获悉，为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即日起至
2 月 17 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将在全市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突出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重点对水泥罐车、渣土车、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危险品运输车、长途客运车
辆、旅游客车、校车、通勤班车、小型面包车等客货运
车辆等车型，对超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闯
信号、闯禁行、农用车违法载人、夜间违法使用灯光、
涉牌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整治范围主要
在国道、省道、景区道路、城市快速路、城乡接合部、
在建施工道路、新开通的道路、流量小车速快的道
路、客运车辆集中的道路、平时警力管控相对薄弱的
道路等。

——运用测速设备，严查超速违法行为。从
严查处大型客车、校车、通勤班车超速违法行为，
发现一起、处罚一起；郑少高速、西南绕城高速大
队将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推行高速公路区间测速，
客运车辆经过高速公路收费口要载明时间，根据
进口、出口距离、所用时间计算区间行驶速度，由
民警在出口对发现的超速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严把出站、出城、上高速、过境“四关”，对
卧铺客车、长途客车、旅游包车、校车、通勤班车逢
车必查。重点集中整治学生接送车辆交通违法行
为；加强夜间、节假日等超员违法行为高发时段的
巡逻检查；依法从严处罚超员客车驾驶人，对超员
人员要会同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卸客转运。

——积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违法
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和超高超宽超长运输车辆。
对超限超载货车，一律引导至治超站点称重，凡
超限运输的，一律交由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处罚、
卸载、分装，消除违法行为；凡超载运输未达到超
限标准的，一律由各大队依法处罚。对现场查处
的违法超载驾驶人，要严格落实记分制度，累积
超过12分的，要依法扣留驾驶证。

——依托省际交通安全服务站和临时执勤站
点，加强对跨省长途客运车辆特别是卧铺客车、旅
游包车的检查。询问驾驶人驾驶时间，提醒驾驶
人按时休息；重点加强凌晨0时至6时、下午2时至
4时等疲劳驾驶易发时段的巡逻管控，对上述时段
从事长途客运的车辆，将强制驾驶人休息。

——在酒店、酒吧、迪厅、歌厅、夜总会等娱
乐场所等人员、车辆比较集中的地方，严查酒后
及醉酒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在午饭和晚饭后，利
用车辆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让驾驶人作呼吸测
试，使查处酒后驾驶常态化。

——加大对水泥罐车、渣土车、低速载货汽
车、三轮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营运长途客车闯禁
行的治理力度。发现一起严肃查纠一起，形成严
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尤其是对晚上20时至22时管
控相对薄弱而闯禁行违法行为高发时段集中进
行突击治理。

——对夜间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交通违法
行为，在教育的同时一律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上
限处罚，并一律按规定予以计分。减少因夜间不
按规定使用灯光而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对在市区道路上行驶、停放和在公共停
车场停放的无号牌、故意污损、遮挡、折叠、涂改、
伪造、变造、挪用机动车号牌和不按规定安装、悬
挂单面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辆进行严厉查处。
该处罚的处罚、该扣留的扣留、该拖移的拖移。

——对查处到的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一律顶
满格处罚，该罚款的罚款、该扣留的扣留、该拘留
的拘留。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市环保产
业协会室内环境检测治理中心了解到，2012
年，该中心共对市区1906个点位抽样样本进行
检测，超标数为1843，超标率达96.69%，值得注
意的是，夏季和供暖期间比春秋季节检测污染
浓度平均高出23%左右。

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甲醛超标最为普遍，
其次为苯和 TVOC（总有机挥发物）。该中心
负责人分析说，冬夏两季，多数家庭或集体办
公场所为确保室内温度的适中一般都采用集
中供热或加开制冷设备，这样就会长时间关闭
门窗，室内挥发出大量的有害气体无法及时排
向室外，必然导致屋内空气质量污染浓度愈加
严重。室温每升高 1℃，污染浓度将提高 0.15
倍，关闭门窗时间每增加1个小时，污染浓度将
提高 0.08倍，所以冬夏季室内污染浓度比春秋
季高出两成以上。以去年11月16日至12月31
日检测的 429 个样本数据为例，污染浓度比春
秋季节平均高23.08%。

相关环保人士建议市民，为保证室内空气
清新，冬季无人在家时，除雾霾天气外，每天应
尽量保持 3 小时左右开窗通风，使室内有足够
的新风量置换。

本 报 公 布 的 邮 箱 qujiebu@126.
com，也频频接到热心网友发来的报
名邮件，他们大都是家在外地，在郑
州工作，因单位值班等原因留在郑州
过年，希望能加入和外来务工人员一
起过年的行列。

网友“捧梅寻雪”给记者发邮件
说，在《郑州日报》上看到“我们一起
过年”的活动，我想当一名服务大家
的志愿者。该网友介绍说，自己来郑
州差不多三年了，正好过年当天也回

不去，很乐意参加我们的活动。邮件
中，“捧梅寻雪”还询问如何当一名志
愿者。对这些网友的问题，记者一一
进行登记并回复邮件，将根据活动安
排邀请他（她）参与活动。在这里特
别提醒大家，一定要留下准确的联系
方式，以方便本报与您联系，欢迎更
多的读者和网友参与“我们一起过
年”活动。

本报记者 安群英 孙志刚
实习生 宋聪颖 文/图

春节临近租车火爆
押金租金不同程度上涨

本报讯（记者 郑磊）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
时间，但郑州租车市场已提前红火起来。与往
年相比，今年租车要求更严格，押金、租金都出
现不同程度上涨。

昨日中午，记者在花园路一家租赁公司见
到了正在租车的张凯。张凯老家在南阳，去年
拿到驾照的他计划春节租辆车开回家。“春节
回家准备给父母亲戚带点郑州特产、茶叶等，
坐车回去不好携带。”张凯说，春运本来就很
挤，东西带多了就更不方便，不如租辆车开回
去，还可以捎带两个老乡一起拼车回去，这样
也能减少费用。该租赁公司负责人朱琳告诉
记者，他们从元旦就开始接受春节租车预订，
如今店内的中高低档车大部分已预订出去，

“这几年春节租车都挺火，很多人不愿意挤火
车，就租车回家过年。”朱琳说，今年租车更是
火爆，加上重大节假日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
行等优惠政策，这都对汽车租赁市场起到明显
的拉动作用。

郑上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老板杨先生告
诉记者，随着今年新交规实施，对交通违法行
为处罚也更加严厉，租赁公司对租车者的要求
也水涨船高，“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公司
提高了车辆和交通违法行为押金，与以往相
比，涨了 2000 元左右。”杨先生同时提醒，市民
租车最好选择正规租赁公司，租车前一定要认
真检查车况，问清楚车辆所买保险，以防上当
受骗。

昨日，市公安局商城路分局在二七广场
举办禁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市区除了除夕
至正月十六，在规定时间内允许燃放指定品
种的烟花爆竹外，其他时间，未经市政府批
准，任何个人、单位或团体不得燃放。

本报记者 唐强 摄

1月18日，本报发出“邀请外
来务工人员一起过年”征集志愿
者的消息后，本报热线67655555
响个不停，不少热心市民踊跃报
名，向外来务工人员发出邀请。
他们表示，外来务工人员为郑州
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过年
回不了家，郑州就是他们的家，
作为一名郑州市民，邀请他们到
自己家里过年很有意义。

“老妈妈”志愿者：
请门卫老张到家里过年
“你好，是郑州日报吗？我想邀请

外来务工人员到俺家过年，我要报个
名！”消息见报当天，一位热心老人就
打来电话，老人名叫周树枝，已是 70
岁高龄。老人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前，
她都要把准备好的年货送到家属院的
门卫那儿，可就是没想到把他们请到
家里吃顿年夜饭，一起过年的倡议还
真提醒了她。

“你不知道俺那个门卫有多好，可
负责呢。”周树枝介绍说，门卫叫张俊
华，是上蔡县人，两口子在肉联厂家属
院看门十几年了，刚来时每月工资300
元，他们不嫌工资低，踏踏实实干活没
怨言。现在工资涨到 800 元，干得更
有劲、更负责。“他看门看得好不好，大
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到过年，
居民们都不忘给他送这送那。”老人越
说越激动，执意邀请记者去看看。

1 月 18 日下午，记者到金水区南
阳新村街道办事处荣华社区见到周树
枝老人，攀谈中记者了解到，她是社区

“老妈妈服务队”队长。16 年前下岗
后，就和身边的老大姐们组建了“老妈
妈服务队”，刚开始只有 12名成员，现
在已有 208 人。“老妈妈服务队”中的
党员志愿者有 108 人，都是热心公益
事业的老人。在周树枝的牵头下，这
支志愿者队伍组建了义务巡逻队，老
人们每人两小时在院子里值班。之
后，又组建了 200多人的秧歌队，宣传
党的政策、参加各种盛大庆典活动，乐
此不疲。

“社会各界都在关爱外来务工人
员，我们老妈妈服务队也要尽一份
力。”周树枝告诉记者，她已经和老伴、
子女们商量好了，今年过年一定要把
门卫老张一家请到家里。

“能不能邀请外来务工人员到我
们‘爱心热线室’过个团圆年？”昨日，
读者魏朋娜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
魏朋娜介绍，她是管城区文明市民爱
心热线室的志愿者，看到“我们一起
过年”的报道，觉得这个活动好、内容
也贴近实际。

“每年春节期间，我们热线都能接
到外来务工人员的电话，反映他们因
种种原因不能回家过年的孤独和对家
乡的思念。”魏朋娜说，用“一起过年”
的形式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很切实际，
也是实实在在地送温暖。昨日，记者
来到管城区文明市民爱心热线室，只
见里面干干净净，很温暖。“爱心热线”
在 2004年 3 月开通，开通以来接听电
话上万个，接待来访群众 3500 多人
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360多人次，走访特困户、残疾人、孤寡
老人2900多户，目前主动申请加入爱
心热线的志愿者达6500人。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是我们每一
位志愿者的责任，希望能参与这个活
动，来奉献我们的爱心。”魏朋娜说。

志愿者霍豫闽有一个心愿：今年
她该退休了，希望能和曾经救助、帮
扶过的孩子们一起过个年。让她念
念不忘的是她曾帮助过的一位白血
病患者，霍豫闽说，这个孩子在得知
自己患白血病时情绪很低落，对生活
缺乏信心，自从拨通爱心热线后，志
愿者们让她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如今这个孩子病情控制得很好，也在
郑州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希望在我
将要退休的时候，能和大家再聚一
次，请他们‘回家’过年。”霍豫闽说。

昨日，公交二公司推出“美容
养颜”车厢，62路车长用工艺花等
对车厢进行精心布置，并在精美的
展板上，为乘客提供了内容丰富的
美容养颜“秘籍”。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爱心热线”：想请老朋友回来聚聚

网友争当志愿者：义务服务过别样春节

昨日，市消防支队的消防官兵来到大未
来儿童游乐城，通过儿童消防设施为孩子们
讲述消防小常识。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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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热线”志愿者冬至和空巢老人一起包饺子。（资料图片）

高新海和他的邻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