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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热线

杏花街恢复施工了
本报记者 张玉东

近期，市民刘先生向郑州日报“市民热线”栏目反映：惠济区
杏花街存在只围不修问题，围挡封闭道路有5年了，200米的路还
没修好。对此，“市民热线”栏目于6月 5日以《杏花街200米长的
路围了 5年没修好》为题进行了报道，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预计需 2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恢复施工。6月 19日，记者
再次来到了杏花街看到该路段已逐步恢复施工。

滨河路与龙源街之间的杏花街是一条南北路，约 200 米
长，道路两侧是麟起城和锦艺金水湾观源苑两大社区，人流相
对密集。

因为杏花街机动车道被围挡所封闭，且封闭长达约 5年之
久，导致机动车始终无法正常通行……早晚高峰出行排队闹心，
小朋友在坑洼路面玩耍揪心，运送货物还要转运烦心，一条“修不
完”的路成了附近数千户居民的“心病”。

6月 4日，记者就该路段情况与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
得联系，该局城乡建设科相关工作人员当时回复称，杏花街（滨河
路—龙源街）道路工程，长度为 181米，红线宽 25米，由惠济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修建的市政道路。本项目自2021年开始进
场施工，受扬尘管控、疫情、前期配套管线手续办理等影响，导致
施工进展缓慢。

根据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之前承诺的 2周后恢复施工
的说法，6月 19日 17时，记者再次来到了杏花街。

“18日就来人了，有几辆车把工地里面的杂物都拉走了。”附
近居民王先生说。

记者进入工地看到，里面已停靠着几辆机动车，几间临时搭
建的板房办公室也已被收拾得焕然一新，原本杂草丛生的施工路
面也已经得到了清理。

“埋的电力管，和对面工地是通着的，这一块估计明天能整
好。”在工地向南过龙源街的绿化带上，一名工人正在进行挖掘埋
管作业。

“只要干就有盼头，比无止境的等待强。”居民李先生感慨道。
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公配管线施工

完成之后，将进行路床、水稳层、人行道、沥青
铺设等工程施工。该局表示将紧盯施工进
程，争取早日还路于民。

入住一年路口红绿灯还不亮
回复：路未移交，仍需等待

本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勾泽萱

“路口交通信号灯没开通，附近居民出行不便，希望督促让这
里的信号灯尽快亮起来。”近日，市民陈先生向郑州日报“市民热
线”栏目反映，二七区盛润运河城2号院附近京广路口交通信号灯
未开通，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6月 19日上午，记者来到盛润运河城2号院，小区南侧新修道
路与京广路交叉口设置的两处交通信号灯均未被点亮，一处信号
灯为指挥行人通过、一处则是指挥路口车辆通行，缺少信号灯指
引的车辆和行人到此均减速观察，直接从路口穿行的风险较大。

“这边有几千口人，大家入住一年多，信号灯还没开通，周边
道路的路灯也不亮，晚间出行安全难以保证！”陈先生说，盛润运
河城 2号院及周边居民区的住户很多，该区域早晚高峰期人流量
和车流量很大，信号灯缺位增加了大家在通行安全方面的担忧，
路口交通信号灯和小区周边路灯何时能够亮起，新修道路何时能
够成为“放心路”让人期盼。

京广路是郑州市的主干道路，来往车辆非常多，包括小型车、
货车、客车等众多不同车型的车辆，盛润运河城2号院周边通行环
境复杂，新修道路与京广路交叉区域行驶风险较大，居民认为点
亮该路段的信号灯“迫在眉睫”。

19日下午，记者致电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研所，工作
人员介绍盛润运河城 2号院南门外新建道路路名至今未定，尚未
移交至交管部门统一管理，而该路是否仍处于建设阶段需要进一
步调查，何时亮灯则要继续等待。

“新建路段完成后，配套设施会逐步完善，一般交通信号灯是
随路一起建设的，竣工之后会向交管局移交，移交成功后会纳入
交管局统一管理。”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二七区城建部门并未向交
管局正式移交该路，该路与京广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等相关设施仍
归二七区管理。

嵖岈山路何时能修通？
回复：正筹措资金

本报记者 汪永森

“嵖岈山路何时才能修通？小区已经交房七八年，道路迟迟
不见完工，严重影响业主出行。”近日，有网友向郑州日报“市民热
线”反映，二七区嵖岈山路道路施工已有 4年之久，如今仅剩“最
后一层路面”没有铺设，内部却长期处于停工状态，路口围挡何时
撤去让泰宏建业国际城15号院的业主很着急。

嵖岈山路是一条南北长500多米的道路，位置在嵩山路东侧
约 500米处，两路均为南北走向且接近平行，前者被绿水路从中
间分为了两段，南段东西两侧为泰宏建业国际城 16号院和 18号
院，北段东侧为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和泰宏建业国际城15号院，
西侧有亚星观邸等小区。

2022 年 12 月中旬，记者就该路的工程进展情况联系施工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路2019年开始开展南段施工，受路灯埋线
安装、铺人行道及热力、通信、自来水等单位协调工作的影响，施
工有所延误，北段 2021年 6月进场施工后完成了基础路面施工，
剩余工程“就剩铺油了，有条件的话三五天就能好”！

2023年 4月和 11月，记者就该路修建问题联系施工方，对方
称停工与工程款存在缺口有关，二七区建设和交通局工作人员则
表示嵖岈山路主体工程确已完成，但收尾工程受到了资金制约，
施工单位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区里也在帮助协调资金。

6月 19日，距离此前的探访又是半年过去，记者再次来到嵖
岈山路，此时绿水路与嵖岈山路交叉口南北两侧道路围挡依然封
闭，围挡内部空无一人，道路两侧栽植的树木已经生长，“最后一
层路面”迟迟没能铺设，也让路中窨井的高度显得有些突出。

今年以来，又有不少网友通过中原网“心通桥”栏目等网络渠
道留言咨询该路的施工进展情况，二七区建设和交通局于 3月 1
日回复“因施工单位资金紧张暂缓施工。我局将持续督促施工单
位尽快筹措资金，争取早日还路于民”。5月中旬回复“西门道路
为我区修建烟波路(绿水路一金沙江路)已完成水稳施工，因项目
资金问题导致沥青面层施工暂缓；目前，正在筹措资金，待资金到
位后将立即组织施工单位施工”。

19日，对于周边居民关注的嵖岈山路复工及开通问题，二七
区建设和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该路目前仍处于停工状态，相关单
位正积极协调筹措资金，争取早日为该路铺上“最后一层路面”，
尽快实现拆除围挡还路通车的目标。

愿夏至之阳暖渐冻人的身体

嘉儿，郑州一位普通的姑娘，她被确
诊渐冻症已有 2年。看到嘉儿的第一眼，
记者很吃惊，29岁的她很瘦，甚至可以用
皮包骨头来形容，胳膊和大腿细长细长，
仿佛轻易就能折断。一双硕大的眼睛“镶
嵌”在消瘦的面容上。

如今的她，右手没有力气用筷子，往
往都是妈妈喂她。如果是粥，她则能用吸
管进食，这也是她最常吃的食物。

然而，嘉儿的窗台上却有一盆茂盛的
仙人掌，她妈妈说，嘉儿希望自己像仙人
掌一样，在越艰难的条件下，活得越长久。

老张，郑州又一位渐冻症患者，45岁
那年，他被确诊渐冻症，如今 60岁的他能
活动的只有左手两根手指头、脚趾和一双
眼睛。

发病初期老张还可以用老式手机发
信息，后来随着手机变大变智能，老张拿
手机都费劲。“刚开始发病可能是手指无
力或弯曲，只有换状态好的手指来点划，
或者把手指弯曲用手指关节来划。接下
来是肩膀或手腕变得无力，开始拿不动手
机或托不起手机了，他就会把手机放在桌
子上、床上、大腿上玩。等最后肩膀手腕
彻底无力，想挪动手都困难了，手机也就
玩不了了。”老张的妻子如今早已能坦然
面对丈夫的病。

“毕竟有的功能只能在手机上操作，
他就让我把手机放在地上，脱了鞋子用脚
划手机。”说着，老张的妻子把手机放在老
张脚前合适的位置，只见老张夹着触屏
笔，来回点划手机。

在老张心中，其实手机是可有可无
的事，但正常人经历过的，他也想经历。

“毕竟人生苦短，总要不虚此行吧。”采访
最后，老张的手机屏幕上出现这样一句
话……

据统计，中国大约有20万左右的渐冻
症患者，根据中国 ALS 协作组公布的数
据，中国患者首次出现症状的平均年龄约
为 49.8岁。每年，中国都将新增 2.3万“渐
冻人”，有研究预测，与 2015 年相比，到
2040年该病的增长率将达到 70%。由于
这种疾病尚没有有效治疗药物，大约 80%
的患者会在发病后5年内死亡。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京东副总裁蔡
磊、人民英雄勋章获得者张定宇都患此
病，他们的身体宛若被“冰封”，故称“渐
冻人”。

据了解，“渐冻人”过程一般分为 5个
时期。疾病初期时患者无明显症状，可能
表现为无法用筷、声音有沙哑情况；接着
生活基本还能自理，但工作已经受到影
响；再到生活无法自理了，言语也表达不
清晰；疾病中末期，患者四肢几乎没有力
气，说话出现严重障碍，吃东西需要鼻饲
进食；最后呼吸困难期，有些患者要卧床，
靠呼吸机辅助，大多数选择居家照护。

早发现早诊治早治疗

“我不是植物人，只是全身渐渐不能
动了。我有话要说，只是说不出话来……
我头脑清楚，但只有两眼会动。请帮我尊
严地活着，安宁地死去。”台湾运动神经元

病患者协会曾这样真切描述患者心声。

“渐冻症的早期症状主要表现为肢体

无力，这种无力往往是从上肢或下肢开

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

医院名誉院长王保亮深耕渐冻症领域 30

余年，针对早期症状，他这样表示，“肌肉

跳动，也称为肌束震颤，是渐冻症的另一

个早期症状。患者的肌肉在不停地跳动，

尤其是在休息时更加明显。这种症状通

常会在手臂和腿部出现，但有时也会影响

其他部位。因为工作紧张、情绪激动、疲

劳过度导致的面部、四肢等部位的肌肉片

刻跳动，一般无大碍。”

据王保亮介绍，渐冻症患者极容易感

觉疲劳。同时，渐冻症会影响患者的吞咽

功能，导致吞咽困难。

“渐冻症还会影响患者的语言功能。

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说话困难、口齿不

清、声音嘶哑等症状。”王保亮说道，这种

症状通常与肌无力和肌肉萎缩有关。

对于发病常见人群，王保亮告诉记

者，目前从发病的年龄来看，虽然渐冻症

在任何年龄人群中均可发病，但中年人和

老年人更多见，在 40~60 岁人群中较常

见，发病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另有研

究显示，在 65岁前，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

生渐冻症，但在 70岁以后，男女发病风险

无差异。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自我诊断中，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家
族成员是否患有渐冻症或其他神经系统
疾病。渐冻症通常具有家族遗传性，如果
家族中有人患有渐冻症，那么自己患病的

风险可能会更高。还要注意自己是否在

从事某些危险因素较高的职业，如接触化

学物质、放射线等，注意自我诊断，这些危

险因素可能会增加渐冻症的患病风险。

如果认为自己可能患有渐冻症，需尽快到

医院进行确诊。”王保亮表示，除了自我诊

断，日常我们还可以采取多元化的“鸡尾

酒疗法”措施进行疾病预防。

王保亮首先提出的是要保障健康的

生活方式。三餐规律，细嚼慢咽，合理搭

配膳食，保证营养摄入均衡，有助于维持

身体健康状态。其次，日常要保证适量的

运动。因为规律运动可增强体内肌肉力
量和耐力，改善血液循环，降低患渐冻症
的风险。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过度
疲劳。有吸烟习惯的人群应该尽早戒
烟。生活中减少接触重金属，如铅、汞等

及一切有毒有害物质。

最后，王保亮建议，每人每年都要进

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特别是对于存在

家族史或其他高危因素的人群，最好每年

进行2~3次全身检查。

“渐冻症的诊断对患者来说可能带来

巨大的心理压力。要与家人、朋友或心理
咨询师进行交谈，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理
解。”神经内科主任范仲鹏说道。

但是，范仲鹏提醒，每个患者的情况
是独特的，所以建议与医生和专业人士合
作，制定适合个体需求的治疗方案。此
外，保持乐观的态度和积极寻求医疗建议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世界渐冻人日”——

让阳光温暖冰封的身体
本报记者 李娜 陶然

今年夏季，郑州 22个纳凉点
开放，前去纳凉的市民如何度过
这段清凉的时光？记者日前探访
了纳凉点的惬意生活。

去年我市首次把地铁站点作
为人防工程纳凉点，受到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今年分别在 1号线、
2号线和 5号线设置了 8处纳凉
点。6月 19日下午，记者分别来
到地铁 1号线的医学院站、二七
广场站和紫荆山站。

“这边环境很不错，背书可
以背出声，也不用收费，真的很
满意。”期末将至，来自郑州大
学的马同学正在纳凉点复习功
课，据他介绍，现在学校里面的

复习场所不太充裕，碰巧在地
铁站看见这个纳凉点，于是决
定在这里复习，没想到环境出
乎意料的舒服。

3个站点中，二七广场站的纳
凉点人数最多，市民的活动包括
阅读、下棋、乘凉（如图），等等。
如果有什么需求，他们都可以向
旁边的志愿者寻求帮助。头发花
白的王老先生正坐在一群老人旁
边，观战一盘象棋局，他说：“我们
家就住在地铁站附近，对我们老
年人来说，过来纳凉非常方便，在
这里可以随便坐，还有人玩。”

纳凉点给市民配备的东西很
齐全，包括风油精、矿泉水、报纸、

杂志、跳棋、象棋等等，在场的志
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持
纳凉点的秩序，给市民提供服务，

“他们有需要我就给他们取。每
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 10时到下
午17时，完全是免费的。”

目前，二七广场站等 8 个地
铁站点以及金水、惠济等区属人
防工程纳凉点 22处已开放。据
了解，郑州市人防工程避暑纳凉
活动从2010年开始至今，已经有
10 余年时间。市民朋友只要通
过“郑好办”APP 搜索“人防地
图”，就可以查询到身边最近的避
暑纳凉场所以及人防工程、应急
避难场所等。

6月21日晚18时至21时

市公安局出入境启动暑期夜间办证专场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张芳冰）6月 19日，记者从郑州市
公安局获悉，暑期已至，出境旅游
迎来高峰，为积极回应群众办证
需求，解决学生群体“请假难”“时
间紧”等问题，郑州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处将于 6 月 21 日晚 18 时
至 21时，启动暑期学生办证夜间
专场。

届时，有办理普通护照、往来

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
行证及签注需求的市民，可前往
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接待
大厅（郑东新区黄河南路66号）办
理，无须预约，即来即办。

为 提 高 夜 间 专 场 办 证 效
率 ，请 广 大 市 民 提 前 准 备 好 相
关材料：

1.已满 16 周岁的，需提供本
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未满 16 周岁的，需提供本
人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监
护人陪同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原
件、监护证明（如出生证明、户口
簿、公证书等）。如果监护人无法
陪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并提交
监护人委托书以及陪同人员的有
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3.原出入境证件仍在有效期
内，需要换发的，一并携带原件。

高考结束
“准大学生”掀起“驾考热”

本报记者 张玉东 文/图

高考结束，“准大学生”们都在忙啥？近期，郑州各大驾校掀
起了“驾考热”，不少高中毕业生选择利用这个暑假取得一本人
生中“不可或缺”的驾驶证。如何快速拿证，学习考试中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一天六七个“准大学生”报名
倒车入库、半坡起步、直角转弯…… 6月 13日上午 10时记

者来到了位于丰乐路上的新交通驾培郑通驾校，由于室外天气
炎热，不少学生选择在吹着空调的“模拟驾驶训练教室”进行着
练习。

“我的孩子是 74中的，今年参加的高考，在家待几天了，看
好多同学都报考了驾校，我们在这附近住，想着练车方便就来报
名了。”10时 40分，市民郭先生领着儿子来到驾校，

“这一周报名的基本上都是高中毕业生，每天大概有六七
位。”驾校蒋老师介绍说。

学生暑期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那么最快多久可以拿到驾
照呢？

“两个月足够了。”蒋老师介绍说，在不挂科的前提下，手动
挡科目一和科目三要间隔30天，最快45天可以拿证；自动挡科
目一和科目三要间隔20天，最快28天至30天可以拿证。

对于科目几最难过的问题？“孩子们年轻，动手能力强，科目
二和科目三通过率高，但科目一往往因为轻视卡得比较多。”蒋
老师介绍，从3月 1日开始，科目一题库增加了80多道地方性法
律法规题，题库现有近 2000道题，题目更新将持续到 10月份，
因此考试前最好每天都要进行刷题练习，以免出现漏刷情况。

随后，记者又与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驾管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联系，听听他们介绍报考情况。简单来说报考流
程为体检、预约受理、预约考试、考试。新学员因为要进行驾驶
技能的培训，选择驾校后相关报考流程会有驾校工作人员提醒
安排。

如何选择驾培机构？
驾驶人培训机构的挑选不要光看低价，要看学校的培训场

地、培训车辆（教练车）数量以及教练培训能力和良好的声誉。
更不要为虚假宣传的包过、交考试费等欺骗，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车管所在考生考试时，不会收取考生的任何费用，更不存在
交钱就能考过的情况，遇到这种索要费用的驾校或教练员可向
公安车管部门投诉举报。

考试高峰期，车管所采取多项服务措施应对，最大限度向社
会投放考试计划，保障考生能够预约到所需考试场次。增加考
试场次，最大限度提供考试服务能力和场地。通过动态监管，网
上预约数据，及时调整考试计划和增加考试场次，为暑期考试保
驾护航。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减少考生等待时间，严格落实
分时段考试场次安排。配齐各项便民设施，保障考试期间车辆
运行正常，空调开放等，给考生提供优质的考试体验。为 60岁
以上、孕妇、军人、残疾人等特殊原因的考生提供设置绿色通道。

学生在模拟驾驶训练教室练习

6月21日，是今年北半球光照时间最长的一天——夏至日。同时，这一天还是
“世界渐冻人日”。我们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渐冻人症的患者，希望更多阳光可以
温暖他们“冰封”的身体，守护他们的心灵……

ALS，全称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是世界罕见病种之一。资料
显示，渐冻症被称为世界5大绝症之首，在人类历史上被发现200年间，全球有
1000万人死于渐冻症。

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至今病因不明，20%的病例可能与遗传
及基因缺陷有关。发病后，身体会逐渐丧失力量和控制能力，最终全身瘫痪，无法
说话、吞咽、呼吸，他们常被称为“清醒的植物人”，绝大多数患者在确诊后2~5年内
死亡。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二到十万分之四，属于世界罕见病，治愈率为零。

纳凉点的惬意生活
本报记者 张华 实习生 勾泽萱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