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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最近两天，西区不
少住户反映家中停暖了。记者昨日从中原环保
西区供热分公司了解到，因位于秦岭路与棉纺
路交叉口的供热主干管网出现两个漏水点，导
致西区约4万用户受到影响。经过3个昼夜的
紧急抢修，23日17时30分，两处漏点全部得到
修复，今日上午西区将恢复正常供热。

据中原环保西区供热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11月21日早上，中原环保西区供热分公司
管网巡检人员在进行管网巡检时，发现秦岭路

与棉纺路交叉口南 20米处有热水不停从地面
冒出，初步判断可能是地下一次管网漏水。由
于漏水点位于新力电厂供热管网出口处，地下
是通向市区供热的主干管网，情况十分危急。

管网抢修队接到消息后，20分钟赶到现场，
随后市城市管理局、中原环保相关领导也赶到
现场，蹲守抢险。经过测漏人员检测，在秦岭
路、棉纺路找到两处漏点。因这两处漏点均位
于供热主干管网上，秦岭路、棉纺路、伏牛路等9
个路段一次管网沿线约 4 万用户用热受到影

响。为了尽快恢复供热，抢修人员24小时连续
工作，吃住在现场。作业区挖开后，抢修人员穿
着抢险服下到坑内指挥机械开挖，坑内流动着
滚烫的热水，气味呛人，3名抢修人员只能轮流
下坑，直至挖出漏点。经过紧急抢修，11月 21
日22时40分，位于棉纺路一次管网上的漏点得
到修复，相关区域用户供暖恢复正常。23日17
时30分，位于秦岭路一次管网上的漏点也通过
带压堵漏方式得到修复，随后经过注水、升温，
今日上午西区将恢复正常供热。

英语角里面不乏
英语很好的苗子，郑晨
辰是在英语角坚持时
间最长的孩子。她从
小学三年级来这里学
习，如今高一的她，英
语水平提高很快，多次
获得郑州联大杯英语
大赛一等奖，中招英语
考试满分 120分，她考
了118分。

73 岁的孔繁荣老
人手里拿着一个记着
密密麻麻单词的小本
说：“在路上只要看到
有外国人，我就带着孩
子上前主动打招呼，久
而久之，我自己还交到
了不少外国朋友呢！”

更多的老年人学
习外语，是因为孩子都
在国外，或定居或留
学，学英语，都是为了
将来看孩子时能更加
方便。“我们家孩子在
国外留学，上次我在那
里迷路了，靠着在这里
学的英语顺利找到了
家。”拿着英语课本的
李阿姨说。

还有些老人学英
语，是为了圆年轻时的
梦想。此外，老人们还
说，学习语言还可以锻
炼脑力，预防老年痴呆。

金水河畔，这个小
小的角落，学习的热情
催生着友谊，成为传递
终身的学习精神和奉
献爱心的正能量平台。

寒来暑往，伴随着流淌的金水河，滨河公园的英语角走过了27年风
雨历程，成为郑州最大的市民英语角和英语爱好者的交流地。

年近70岁的罗成全老人是英语角最积极的参与者，这位被称为英
语角“教授”的老人有太多故事期望分享。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滨河公
园英语角，听他讲述了他和英语角的故事。

骗人服下“祖传秘方”
谎称不买解药就会瘫痪

5名敲诈勒索者获刑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丁华峰）骗子先让老年人服下所
谓的“祖传秘方”药，而后谎称对方若不买“解药”就会瘫痪，对其实
施钱财敲诈勒索。近日，5名骗人者被二七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
罪判刑。

李某和罗某、覃某、刘某、王某5名被告来自贵州省安顺市。今
年4月24日7时许，他们来到二七区华中路与京广路交叉口向东约
300米路北一菜市场内实施敲诈。李某负责卖药，号称是“祖传秘
方”，能治疗腰腿疼等各种疑难杂症，罗某、覃某、刘某、王某负责寻
找作案对象。李某先让张老太、王老太免费试用自己配制的“药
品”。老人使用后，感觉不舒服。他就威胁说：“不用我的解药，你
就会全身溃烂，直至瘫痪截肢。”张老太、王老太只好分别花 1000
元、3000元买下所谓的“解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于当日将
李某等5人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等 5人采用威胁方法，索取他人
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遂依法判处李某、罗
某、覃某、刘某有期徒刑 7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王某因系从犯，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500元。

确定执法重点
遏制占道经营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丁莉）为巩固整治成果，进一步改
善市容市貌，管城区西大街办事处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市
容秩序专项整治活动。

西大街办事处将南大街、城南路、南顺城街、西大街、平等街作
为整治重点区域，将无证流动摊点、占道经营、乱堆放垃圾、户外广
告不规范等七类违法行为作为执法重点方向。采取疏与堵相结合、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集中查处与日常管理相结合以及分班错时等方
式，合理安排管理力量和执法力量，限制流动摊贩数量，引导各类流
动摊贩前往正规交易场所。对跨门占道经营、屡教不改的店面，一
旦发现苗头，及时采取措施，依法予以取缔，防止马路市场死灰复
燃。通过集中整治，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15份，纠正违法行为60余
起，确保辖区市容环境秩序得到较大改观。

寒冷天气烧伤病例高发
老年人和儿童占比例大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员 楚哲）冬季到来，由于热水袋、暖手
宝等使用率较高，烧伤烫伤患者明显增多，专家提醒，冬季是烧伤的
多发季，要谨防老年人和儿童烧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主任牛希华介绍，冬季烧、烫伤患
者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些患者中，老人、儿童占较大比例。其中独
居一室的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使用煤球炉或在屋内烧柴取暖时，容
易发生火灾，而这类老人由于年龄大，行动迟缓，容易被烧伤。

此外，儿童特别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碰到暖气片时易被烫
伤。由于儿童的皮肤娇嫩，烫伤程度一般较严重，烫伤部位一般位
于口、鼻、眼睛和手，容易形成疤痕和色素沉着，严重时可影响到眼
睛和口的开合，给儿童的身体和心理留下长期创伤。

专家提醒，冬天老人用煤球炉或干柴取暖时要小心，以防煤气
中毒或发生火灾，临睡前使用暖水袋时热水温度不要过高；而对儿
童则要加强看护。

当发生轻中度烫伤时，不要急于脱衣服，以防表皮脱落加大创
面面积，急救的最好办法是用冷水冲洗创面或是用冰块、冷毛巾冷
敷。不要涂用牙膏、紫药水和红药水等进行所谓的消毒，更不要使
用食用碱涂抹，不要盲目涂抹药膏，应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往医院。

天冷让我们为病人捐衣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席娜）32岁的鲜云来被送到市八院

时，手指甲长得打弯，身上衣衫褴褛。昨日，他穿着崭新的棉衣、棉
鞋，在护士的帮助下吃饭，虽然还不肯说一句话，可是他俨然安静了
许多。冬季来临，市八院开展“暖冬行动”爱心捐赠活动，为这里的
精神病人捐赠衣物。

作为社会流浪乞讨精神病人定点救治医院，市八院从 11月下
旬启动了冬季专项救治工作，主动巡查像鲜云来这样的流落街头的
精神病乞讨人员，并尽力为他们提供救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和温暖。

“鲜云来是前段时间被送来的，他当时突然发病，在西环附近开
始砸车，被人送来时衣衫褴褛、头发打卷、浑身都是泥，我们给他洗
澡、换衣服、喂饭，他目前还是一句话不说，可是已经平静多了。”市
八院惠民病房的护士宋征佩告诉记者。

目前，“惠民病房”有病人 103人，其中 90多人是无家可归的流
浪乞讨人员、三无人员患者。“这些人没有家，也没过冬的衣物，我们
就对他们进行捐赠。”市八院院长霍顺利告诉记者，今冬之前，他们
购买了 300套新棉衣、棉鞋，免费送给需要救助的病人，同时，医院
的医生护士们也积极行动起来，把家中闲置的冬衣捐赠给病人，“仅
半天时间就募集捐赠衣物580余件，初步解决了流浪乞讨精神病人
的过冬难题。 ”

不过，随着气温日渐下降，目前到了收治流浪人员的高峰期，在
发动医院内部捐赠的同时，医院依旧需要一批棉衣、毛衣、毛裤等衣
物为这些流浪乞讨精神病人御寒。“前几天，我们新接收一个病人，
他大小便失禁，我一天就给他换了 17次衣服，这样的话，我们病人
过冬的衣物还是紧张的。”八院护士李琴告诉记者。

市八院也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些精神病人奉献爱心，带来更多温
暖。医院爱心咨询热线为：13393728308。

说她普通，因为她是众多班主任中
的一员；说她不普通，是因为在她的“严
厉教导下”，学生们像是训练有素的“特
种兵”。她常说，教师这个行业，做的是

“良心活”，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让良心负
债。带着这种使命感，从业十年的她从
不追名逐利，只是做个“简简单单”的老
师，甘愿做学生们的“麦田的守望者”。

她就是郑州七十三中出了名的“严”
老师王丽。

王丽是郑州七十三中七年级（20）班
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初见她时，实在无
法与“严厉”二字联系起来。身高还不到
一米六的她，穿着有 14年“历史”的灰色
上衣，戴着有些年代的眼镜，站在同龄人

中间，她朴素得有些另类。
“严”，是王丽留给七十三中师生的

整体印象。老师们介绍，一般情况下，
初一学生要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
彻底完成角色转变，但在王丽班里，仅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她就把班级调整得
训练有素。

班上有个学生总不能按时完成作
业，王丽便去家访，一开始家长并没有放
在心上，应付着在孩子作业本上签字。
王丽发现后，便第二趟、第三趟往该学生

家里跑，家访时还带上孩子爱吃的水果、
零食。家长由不屑到愧疚再到全力配
合，那名学生再没出现过作业完不成的
情况，上课听讲状态也大有改观。孩子
家长每每提起来就对王丽赞不绝口：“她
是真心为孩子付出，把孩子交给这样的
老师，我100个放心！”这只是其中一个很
小的例子，就是靠着这份执着，王丽班上
64个孩子一个都没落下，开学至今两个
多月以来，她家访的学生已经达到了
100%，全校罕见。

由于学习硬环境打造得好，王丽带
过的学生一直坚持着很好的学习习惯，
更有不少毕业的学生怀念她的严厉，“没
有‘老王’管教着，反倒不自在了。”

王丽曾获得“郑州市优秀班主任”
称号，她带过的班级也被评为“郑州市
文明班级”。由于工作突出，校方想让
她走“教科研”的路子，这意味着将有
更高的荣誉和晋升空间，在不少老师
看来，是颇具吸引力的，但她当即就回
绝了，为此，不少人说她傻，但她却不
以为然。

“如果可以，我愿意当一辈子老师，
看着孩子们成才，做这片麦田的守望
者。”王丽深情地说。

我为正能量代言我为正能量代言 ·冬季救助

张阳是黄河科技大学体育
系大四学生，篮球专业的他，很
难让人将他和制作麻辣小龙虾
联系到一起。然而，今年暑假，
酒后的一句戏言却成就了他的
创业梦想，一个假期下来，通过
制作麻辣小龙虾，他进账 10 万
元。张阳说，自己的成功是因为
抓住了好商机，并付出了辛勤的
汗水的结果。

张阳的父母在老家汝南，自
小他的家境不错，自家也开过饭
店，张阳继承了父母的经营头
脑。暑期一次同学聚会中，乘着
酒劲儿，他突然宣布，这个暑假
要挣 10 万元。第二天，他自己
也被这个大话吓了一大跳，但话
既已出口，他便硬着头皮迈出了
创业的第一步。

张阳有一手好厨艺，朋友圈

里，绰号“张大嘴”，他很快瞄上
了夏天地摊上的小龙虾。通过
多次试验，小龙虾报废了七八十
斤，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秘方，而
这仅仅是第一步，有了独门“功
夫”，他很快通过网络论坛发布
消息，因为味道独特，食客们纷
纷响应，生意异常兴隆。接着，
他开始雇佣同学和朋友们来帮
忙，送货的自行车就买了七八
辆。就这样，小生意红红火火在
网络间蔓延开来。最初，曾有人
愿出 15 万元买他的专利，经过
思考，张阳拒绝了，决定脚踏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把小生意作为
自己的事业延续下去。

张阳不善言辞，他说，最大
的理想就是用同类方式在全国
开连锁店，给学弟学妹们做个好
榜样。

西区供热主管网发生泄漏
昨日修好 今日恢复供暖

昨日上午不到 8 时，兴华北
街与伊河路交叉口，一位老人走
下 46 路公交车，手里拎着一个有
些重的袋子来到了滨河公园内。
此时，公园内只有晨练的人和保
洁人员。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大条幅，
费劲地绑在两棵树上，条幅上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ORNER”的英文字样在风中赫然
醒目。

上午 9时，一名中年老外的到
来，为冬日里的英语角提高了人
气。他左手高举一个写满英文的
本子，教大家念英文。这个老外，
被人群围住，大家一起跟着他大声
朗读。

这个老外叫墨菲，来自美国得
克萨斯州，目前在郑州 19 中任
教。每周，他都会到这里免费教大
家学英语。有时，墨菲还会带上他
喜爱的吉他，把一些英语文章编成
歌曲，教给大家。

罗成全年近 70 岁，讲起英语
来却标准流畅。在现场，他不停地
给大家解答问题（如图），热情帮助
新来的英语爱好者练习口语。罗
成全既要负责协调英语角的工作，
还要吸纳新成员进来学习，同时，
也要寻找优秀口语教师。

虽然初期他受到了很多误解和
质疑，但通过不懈的努力，一些留学
或任教郑州的外籍人士纷纷加入了
英语角，义务教授大家英语口语。
如今，英语角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
他们来自英国、美国、巴西、阿根廷、
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中午12时，英语爱好者逐渐散
去，只剩下罗成全一人，他才收拾东
西离去。27年来，每个周日，他都
是这样度过。

罗成全老人有个特点就是“闲不住”。
27年前，作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

一名英语教师，为给学生提供一个英语口语
交流平台，罗成全便带头组织开办“英语
角”，于是，1987年11月1日英语角成立。本
来是为本校学生服务的英语角，却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不到几个月，从几个人到几十人，
从几十人再到几百人。

为了练好英语口语，许多人蜂拥而至。
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英语角曾人山人海，
周日最多时可达到300人，有在校大学生、外
语老师、外贸经营者、想出国的人，等等。

罗成全还记得有一年冬天，100多名英
语迷站在雪地里坚持练习，让英语角成了一

道奇特、感人的风景。
来英语角的人都知道，这里不用花一

分钱。27年来，英语角都是由罗成全组织，
印发宣传材料、组织活动等都是罗成全自
掏腰包。

罗成全说，英语角开办27年来，每周日上
午9时准时开始，这些年，有上万人参与过这
里的活动，其中不乏很多人从这里走向世界。

随着人们学习英语的渠道扩宽，如今的
英语角人气已大不如从前，每周日有 30 多
人来参加活动。“英语角没有强制性，人来人
往很正常，就算以后只剩下一个人，我也要
继续下去。和爱好英语的朋友们在一起，我
觉得很知足、很幸福。”罗成全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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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嘴”的小龙虾传奇故事
本报记者 唐 强 摄影报道

张阳展示刚出锅的小龙虾。 为顾客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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