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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突然晕倒
车长乘客忙施救

本报讯（记者 张倩）12月 1日下午，在B67路公交车上，一
名男乘客突然晕倒。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展开了一场临危
不乱、默契有序的“教科书式”现场救助。

当天下午，B67路车长王峰从金柏路公交站场区发车后运
营到科学大道创新大道时，突然车内有人惊呼：“有人晕倒了！”
车上其他乘客闻讯望去，短短几秒时间，车上一名女士和其他
乘客已经开始对那位晕倒的乘客展开救助。王峰见状立刻安
全停车加入到施救过程中。

“当时，有一名女士开始查看已经晕倒的乘客。从检查脉
搏到做心脏按压，每一个动作她都很专业而且有条不紊。在查
看晕倒的男士后，她还让大家帮忙把晕倒的男士放平，紧接着
就跪在地上开始做心肺复苏，直到晕倒的男士苏醒过来。”王
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乘客向晕倒的男乘客说道：“你得谢谢那位女士，你晕倒后
她一直在地上跪着对你抢救，你突然就没了意识，情况很危险，
是她救了你一命。”这时，大家回过神儿时却发现，救人的女士
已经悄悄离开……

“救人的女士包括其他乘客反应真的太快了，感觉没有丝
毫犹豫。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没人指挥，大家配合非常默
契，车厢里彼此都是陌生人，却能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积极主动
地提供各自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我非常佩服也很感动！”王峰激
动地说道。

暖心姜汤红梨水
温暖户外工作者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靳涛）为进一步关爱户外工
作群体，近日，郑州公交“海燕”党员先锋队再次行动起来，为户
外工作者送来了暖身又暖心的美味姜汤红梨水。

“这里边有甘蔗、红梨、大枣、姜、红糖等原材料，两大桶姜
汤红梨水很快就送完了，看来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B11
路党员车长周海燕开心地说。

据周海燕介绍，天气越来越冷，他们便想为户外工作者们
送温暖。下班后便来到菜市场，特意购买了原材料，为第二天
熬制姜汤红梨水做足了准备工作。

“多放点梨，把这些红枣都放进去……”当日一大早，B11
路党员车长周海燕和小伙伴们便开始在调度室紧张地忙碌
起来。当一桶桶滚烫的姜汤红梨水熬制完成后，志愿者便
驱车来到位于二七区的南三环嵩山路口，在兼顾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为这里的农民工兄弟和环卫工人们送来了冬日里
的温暖。

“我来一碗。”“给我也盛一碗。”“把我的水杯接满吧。”……
看着大家高兴地喝着热气腾腾的姜汤红梨水，志愿者们瞬间觉
得自己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志愿者李西山称，农民工兄弟作
为城市的建设者，我们城市的每一次进步都与他们的辛勤劳作
密不可分。寒冷的冬日里，我们不但为大家准备的有红梨水，
还为大家带来了口罩和疫情防控小常识，提醒广大农民工兄弟
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者，周海燕开心地说:“两大桶姜汤红
梨水很快就送完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这不但是一次
送温暖活动，更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最好体现，这种形式得
到了广大农民工兄弟的一致认可。今后，我们还会将送温暖活
动继续开展下去。”

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入户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 王红）“真没想到，参与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相当于
给自己做了个‘健康意识体检’!”12月 2日上午，在金水区丰庆路呈
祥社区，市民王女士配合完成2021郑州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入户调
查后由衷感叹。

“请选择下列哪种关于血压自测的方法是错误的”“碘缺乏最主
要的危害是什么”“某药品标签上印有‘OTC’标识,则该药品
为”……看着一道道健康素养问卷题目，王女士坦言：“如果不是参与
这次调查，我都不知道以前自己在家量血压的方式是错的,更不知道
自己有许多健康常识和理念存在偏差。”

“本次郑州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采用‘2021年国家健康
素养监测问卷’,内容以基本健康知识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
本技能三个方面为主，每个问题都与居民日常生活和健康意识息息相
关。”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传教育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康素养
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
的能力。健康素养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及生活质量。

为及时了解郑州市居民健康素养基线水平及变化趋势,检验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干预效果,郑州市2021年度健康素养监测入户工
作全面启动。郑州市 2021年健康素养监测人群为全市范围内的15
岁～69岁非聚集地城乡常住人口,监测抽样方式采用分层多阶段随
机抽选调查样本。

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相较于 2020年,郑州市今年素养监测总
样本量将进一步提升,样本量达到 10320人,根据人口总量测算,有
千分之一的郑州人将被抽取接受本次健康素养监测。一般调查前,
调查工作人员会事先采用电话预约方式与调查对象取得联系,预约
时间。如果市民遇到持有“郑州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证”的调查
人员上门,请积极配合调查,调查对象的所有信息将被严格保密。

倡导绿色出行 助力文明交通

做一名合格的交通参与者
本报讯（本报记者 张倩 郑磊 刘玉娟）12月

2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为引导市民绿
色出行，助力文明交通，交警部门和公交公司联
合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倡导养成良好的交通习
惯，做一名合格的交通参与者。

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司二车队党员志愿者，
带着“一盔一带”宣传彩页来到市区繁华地带，为
群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郑州公交第三运营公司联合郑州市交警
二大队和大学路小学在嵩山路绿城广场南街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活动中，交警二大队
李警官带领大家观看宣传展板，围绕“守法规
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这一主题，现场向市民
讲解了日常生活出行中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和超速、超载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引导市民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文明出行。

“遇到前方有斑马线，我都会提前减速观察，
挥手示意，主动礼让。”“车辆停稳之后离开座位，
下车时不要着急，先观察后方有无来车，确定安
全后再下车。”公交志愿者牛福安结合在工作中
遇到的实际情况，向市民分享了行车过程中在斑

马线前遇到的突发情况和礼让斑马线的经验心
得，并向小学生们讲解了在公交车辆进出站时，
如何更安全的等待车辆和上下车，以及如何处理
在乘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

郑州公交集团第五运营公司一车队在天瑞
街农业东路附近开展交通安全日宣传志愿活
动。志愿者手拿交通安全宣传手册走上街头、站
台，向过往行人宣传交通安全理念。

郑州公交徐亚平志愿服务队联合交警四大
队在经开实验小学开展“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
明出行”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通过现场讲解、
互动提问等方式，向同学们讲解如何安全乘车
等基本常识，用实际案例让同学感受到“上车坐
稳扶好，不嬉戏打闹”重要含义，并分析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
性，引导同学们在今后的出行中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如今郑州通行秩序越来越好，文明礼让
越来越多，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了，文明
交通已成为城市的底色。”志愿者倡导市民拒
绝交通违法，鼓励文明出行，把每一天都变成
交通安全日。

昨日，交警四大队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中小学，为孩子们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 地 摄

公正：捍卫权利的天平

公正是捍卫权利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古往今来，人类追求的幸福生活，只能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
上。社会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废墟上诞生的，公正作
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
性和道义感召力。我们倡导的公正，不只是强调机会平等和程
序正义的公正，而是兼顾结果正义，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公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是
要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
的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第108期）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安全“你我他”文明出行靠大家
12月2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昨日，郑州快速公交三车队邀请交警四大队一中队的民警走进
航海东路公交站，开展交通法规和安全行车知识普及活动。

本报记者 张 倩 摄

昨日，郑州公交集团第五运营公司一车队在天瑞街农业东路
附近开展交通安全日宣传志愿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身边正能量

昨日，市交警二大队组织文明交通志愿者，在嵩山路广场南街交叉口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机动车驾驶员更好礼让斑马线。市民和志愿者纷纷
在“守法规知礼让”的条幅上签名，表示今后一定安全文明出行，养成良好的
出行习惯。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富盈 摄

昨日，郑东新区美秀小学、商鼎路第一小学开展
了“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郑州交警六大队
组织民辅警走进辖区小学，举办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凌智 摄

关注 全国交通安全日

我市出台新规保护古树名木

擅 自 砍 伐 古 树 名 木 致 其 死 亡
处以每株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昨日
上午，记者从郑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郑州市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
资源保护条例》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条例》规定，擅自砍伐古树致其死亡
的，将处以每株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
下罚款。

据全市 2018 年普查情况，全市现存
100年以上古树 3962株，其中 245株生长
在城市建成区内。另外还有古树群 26处
共41422株，主要是新郑和庄镇枣树群、孟
庄镇枣树群，登封少林寺、法王寺、会善寺
古树群等。

全市现有名木93株，主要分布在人民

公园、紫荆山公园、碧沙岗公园、西流湖公
园、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内，树种为东京樱
花、雪松、侧柏等。

全市 50年以上不满 100 年的古树后
备资源相对较多，其中建成区共有 9625
株；建成区以外区域数量庞大，经初步统计
有几十万株。

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我市先后 6次
对全市古树名木进行普查认定，建立了古
树名木档案，并实行了挂牌保护。

目前，全市有明确管理单位的古树名
木，有专门的管养经费，日常养护基本到
位，设施也较齐备，保护和生长状况较好；
无管理单位和个人养护的古树，大多属自

然生长，状态正常。
据郑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2005年 9月，郑州市政府颁布《郑州市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以政府规章形式
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作出了规范；
2020 年 12月，市人大常委会将古树名木
保护列入立法计划；今年 9月 29日，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了《条例》，该《条
例》明年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将古树名木所有权人确定为日
常养护责任人，与其签订养护协议，载明养
护责任和养护措施等情况。

此外，对于移植古树名木，《条例》规定
了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申请移植的古树

名木属于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还同时需
要提交与古树名木所有权人签订的补偿协
议，切实保障所有权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条例》规定，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年
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树种珍贵、国内外稀
有，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赏与科研
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后备
资源是指树龄在 50年以上不满 100年的
树木。根据树龄长短，古树还分为一级、二
级、三级古树。

若违反《条例》相关规定，损害古树名
木、古树后备资源的行为，将会处以相应罚
款。如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将处以每株
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