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邮政发行部门
举办2010年迎新春精品图书展

本报讯（记者苏鹏）书籍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日前，市邮政发
行局根据节日文化市场的需求，主
动联系国内多家知名出版社，组织
《四库全书》、《十大名著》、《四书五
经》、《中国通史》、《中华典故》、《十
万个为什么世界之谜》、 《资治通
鉴》、《周易》、《说文解字》、《世界通
史》和《三希堂法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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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精
品图书，在信阳火车站邮政图书超
市举办“

2010

年迎新春精品图书
展”。包装精美的图书，既有中外名
著，又有幼儿读物，还有专业工具
书，真是琳琅满目，吸引了许多市
民前来精挑细选。

如获至宝的张先生挑了一摞
子图书， 一边付款， 一边高兴地
说：“我是一个教书的， 靠工资养
家糊口， 尽管这些年书价不断上
涨，但我买书的嗜好依然不减，看
到邮局举办的书展从一折起价，

十分便宜， 因此我一下子挑了十
几套， 比平时省七成到九成的
钱。”邮局负责此项工作的王女士
告诉我们：“邮局与出版社直接联
系举办书展，省了中间环节，给老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今后
我们将在市内和各县区经常举办这

样的优惠活动，以满足更多读者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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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公园为美化园内环境，特意安装了一批漂亮的
路灯。据介绍

,

这批路灯的名字叫“百花灯”，园内共有数十盏。这
些造型别致的路灯分布在园内各个景点，为春节的到来增添了
喜庆的气氛。 本报记者苏鹏摄

□

本报记者杨柳文
/

图

锈迹斑斑的笼子里没有一只动物。

招牌上的“海洋馆”有些言过其辞了。

大学生寒假包车回家成时尚
距离大学生放寒假的日子是越

来越近，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回家
与亲人团聚，成了大学生不得不考虑
的问题。

在信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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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平顶山
姑娘小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刚上
大一的她即将迎来踏入大学校园的
第一个春节。 为了能和家人早日团
聚，小李也是提前做了准备，可选择
哪种方式回家却让她伤透了脑筋。坐
火车吧，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状
不知难倒了多少和她一样赶着回家
过年的人。坐汽车吧，比火车票高出
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花费，对于小李
来说实在是笔不小的开支。这思来想
去， 小李最终还是采纳了老乡的意
见———包车回家， 这样既省钱又省
心，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老家在商丘的王振亚每次回家
过年都显得十分吃力。 由于路途遥
远，他排上大半夜队往往才能买到一
张站票， 只能保证把他送到商丘站，

然后王振亚还要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长途颠簸，才能回到家，这一路上的
艰辛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得到。不
过从今年开始，王振亚再也不必为长
途颠簸、来回换车发愁了，由学校老
乡会租用的两辆车不仅让他节省了
回家的开支，而且让他的旅途变得不
再那么漫长。

近年来，随着春运“一票难求”现
象的愈演愈烈，大学生包车回家开始
风靡各大高校，这种由老乡会负责联
系，价格低廉，乘坐方便的出行方式
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大学生的热烈追
捧。可是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在大
学生包车回家越来越红火的背后，隐
藏的安全隐患也是不容小觑。

一到假期， 在学校的信息栏上各
式各样的包车广告成为大学校园里一
道独特的风景。从内容上看，这些包车
广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传递着这样的信
息———发车时间、地点、联系人、车价，

然而像车辆来源、有无营运资质、是否
需要办理意外保险这样的重要信息，

“广告发布方”却是只字未提。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
节，大学生包车回家，看重的是包车
省钱省心、方便快捷，至于车辆证照
是否齐全、有无营运资质、是否需要
办理意外保险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大
学生似乎不太关心。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只有车站、工
厂、 学校和企业才具有组织包车的资
格， 提供车辆的公司必须是专业的运
输公司。而且双方必须签署包车协议，

为乘客办理包车车票和营运保险，而
作为学生个人是不能组织包车的。

在此，记者提醒包车回家的大学
生，一旦发现自己所乘的车辆是证照
不全、不具备营运资格的“黑车”，可
以向当地运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依
靠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百元钱的故事

一天， 我正在整理商品。一
位男子风尘仆仆地来到我的面
前，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握住我
的手说：“大姐，您还认识我吗？”

我上下打量着这位陌生男子，不
好意思地摇摇头说：“对不起，您
是不是认错人了。” 那位顾客仍
然坚定地说：“没错，我不会认错
的。” 说着从兜里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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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
说：“两年前，我到超市为刚刚出
生的儿子买奶粉……” 这时，我
突然想了起来：“啊！是你呀！”

那是两年前，我们在做大型
外卖活动， 满购

350

元奶粉送儿
童车一辆， 吸引了很多顾客选
购。 这位顾客也很想购买奶粉，

可将口袋翻遍了，还差
100

元。犹
豫再三，只好放弃。我看在眼里，

便上前对他说：“难得遇上这样
的活动， 咱们都是做家长的，你
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你差的

100

元钱我替你垫上，先把孩子的奶

粉买了吧！” 这位男子一听非常
高兴，很快购买了奶粉，并领了
赠品。不认识的顾客还善意地提
醒到：“姑娘，那可是

100

元，不是
个小数目呀， 你能放心吗？”我
说：“谢谢您，我相信他。”

这位陌生男子感激地看着
我说：“大姐， 从那以后没两天，

我就和家人一起外出打工了。由
于时间仓促，没来及还钱。可这
一走就是两年。我没有忘记你对
我的帮助！真是对不起啊，今天
刚下车， 我就直奔超市来找您
了， 并带着孩子一起给您道个
谢。”“唉呀，这事儿你还记着呢，

谢什么啊，谁还没个难事儿。”此
时，围观的人们纷纷投来赞许的
微笑。

其实， 谁都有犯难的时候。

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帮别人一把，

善良就会无处不在。

西亚公司光山店销售员李桂芳

□

本报记者 孟磊

河公园动物园动物品种少，格局多年不变，设施陈旧落后……

渐渐老去的动物园“爸爸，这个像大老鼠一样的
动物叫什么名字呀？” 宝宝仰起小
脸儿问他爸爸。

爸爸的目光在笼子上寻找标
注牌，他发现，笼子外的栏杆上也
没有悬挂任何标注牌。

“也许它们才住进来吧，动物园
的叔叔阿姨还没来得及把它们的名
字告诉我们。”爸爸望望笼子里大老
鼠模样的动物，对宝宝摇摇头。

“笼子里面的动物呢？” 过一会
儿，宝宝指着另一处空空的笼子问爸
爸。 爸爸望着锈迹斑斑的笼舍只好
说：“也许动物们去外地度假了吧。”

“海洋馆在哪儿呀？”宝宝到处
找。

“这应该就是海洋馆吧。”爸爸
指着只有一只鳄鱼和一些小金鱼
的水池回答。

这段对话是一位市民许先生
向记者叙述的。他说，上周末带儿
子去市中心城区的河公园玩，儿
子看到公园里动物园围墙上绚丽
的动物图案，央求爸爸带他进去看
动物。买票进去后，父子俩还没逛
上一圈，都提不起精神了。“儿子说
‘动物园里真没意思。’”

“整个动物园中的氛围给人一
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许先生说：“确实没什么好看
的，老虎闭着眼睛无精打彩地躺在

地上，大黑熊有气无力地斜靠在房
舍边， 对游客的热情召唤没有反
应， 斑点狗躲在笼子里不出来，狐
狸蜷成一团头埋得深深的

......

也没
有任何形式的动物表演。” 许先生
说自己小时候就经常来这个动物
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的老
师们经常带着学生来动物园观看
动物， 让学生们以动物为题裁画
画、写作文。可以说，这个动物园是
我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先生
已成为一个孩子的爸爸，动物园却
几十年如一日。“地方还是那么大
点儿， 动物们可能因生老病死，进
的进，出的出

,

但整个动物园中的氛

围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游
客们怎么可能会再次光顾呢？”

记者来到该动物园，刺鼻的异味
扑面而来，园内四面是铁栏高筑的笼
子，笼子周围的设施很简陋，日晒雨
淋使笼子的铁栏显得越发陈旧。老
虎、狮子、骆驼、驼鸟、马等一些较大
的动物都是形单影只，数量较少。

在采访中， 市民们不约而同地
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河公园的
动物园里动物太少，格局多年不变，

设施陈旧落后， 传统封闭的铁笼圈
养式展示形式已经使动物园渐渐失
去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大家盼望管
理单位能尽快改善这里的环境，多
增加一些项目， 比如动物表演什么
的，让孩子爱上动物园，让动物园真
正发挥它该有的作用。”

“我们也只能望着其他城市的
动物园兴叹了。”

据了解，河公园动物园是我市
中心城区唯一一所动物园，它始建于
1980

年，占地
4.5

亩，现有
20

种动物。

该动物园曾由政府拨款管理。随
着社会发展，由于各种原因，动物园
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经费不足，导致

饲养， 还有笼舍维护等难以为济，更
别提引进动物了。” 河公园办公室
的刘主任告诉记者。“动物们吃了上
顿没下顿。 动物有病也没有钱给它
治，猴子隔几天就死一只。”

1993

年，河公园一位姓张的
员工承包了该动物园。这位人称张
师傅的承包人说：“承包以后，我自
己买，自己养。

2000

年，我把老虎、

狮子等一些肉食动物引进过来。

2005

年，又花钱对动物园的石棉瓦
笼舍还有栏杆等设施进行了更换、

维护。” 据说情况稍稍有些好转。

“个人承包，肯定不会大意，自己不
吃，也得紧着给动物们吃。”张师傅
告诉记者，“猴子得吃水果，狮子得
吃肉。 一只老虎一顿得十斤肉，一
条鳄鱼一个冬天的保暖就需要六
七千斤煤。” 张师傅苦笑着说自己
是“二两芝麻开油坊”，因为动物的
饲养费用、园中的管理费，还有饲
养员的工资等都从她收益的门票
里出，她说现在承包动物园的收益
也就是门票，刚刚能保住本儿。

刘主任说：“电视上的《动物世
界》、《人与自然》大家都爱看，我们

也想多引进些新鲜、 吸引人的动
物。我们也想有郑州动物园那么大
的猴山、珍禽馆。可现在，没资金，

没场地，没养护条件，可以说什么
都不具备，我们也只能望着其他城
市的动物园兴叹了。”

目前，也许河公园动物园由
于个人承包， 既“吃不饱也饿不
死”，加上承包人资金也有限，也就
没有进行大的投入， 增强吸引力。

也有人士认为， 作为公益性单位，

除了动物园自身创新不够外，政府
投资偏少也是动物园不再吸引人，

逐步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

一个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与每
位市民密切相关。 我们的城市在
日新月异地发展，河公园动物园
作为城市中的一部分，它承载了许
多市民童年的记忆，更是孩子们亲
近动物， 培养他们爱心的去处。如
何能让我们的动物园成为大人和
孩子都爱去的好地方，您有好的意
见与建议吗？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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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 注重礼仪是这个
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因此，便有了“礼多人
不怪”的习俗。但历史进入了

21

世纪之后，崇
尚礼仪的人们日益为讲“礼”所累，无奈地发
出了“‘礼’多人也怪”的慨叹！

何以如此？因为，人们慨叹的不是礼仪之
礼，而是彩礼之“礼”，即送礼。彩礼，有的地方
也称为聘礼、纳彩等，本来是中国几千年沿革
下来的一种婚嫁风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
娶他家女子为妻时， 应当向女方家下聘礼或
彩礼，彩礼的多少，随当时当地情况、当事人
的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 但数额一般
不在少数。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结婚给付
彩礼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在不少地方，许多生
活本不富裕的家庭， 为了给付彩礼而造成了
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男女婚嫁之时，为了
喜庆，各方亲朋好友都要自掏腰包前来祝贺。

此为送礼。 以后， 逐渐扩大到婚丧嫁娶等领
域，也要前去送礼，彩礼也就逐渐演变成了送
礼。人们平时很忙，难得走动，利用少有的办
大事习俗进行交往，增加情谊，本来是好事。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送礼之风日盛，逐渐蔓延到角角落落，

甚至连人们想也不能想到的事情，也需要送礼。比如，对于某个
家庭来说，孩子出生要送礼，孩子百天要送礼，孩子

12

周岁时要
送礼，孩子考上好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要送礼，孩子参军要
送礼，孩子结婚要送礼……再比如，谁家的人生病了要送礼，谁
家开个酒店要送礼，甚至谁出个远门也要送“饯行礼”，回来时还
要送“接风礼”……还有像最近《北京青年报》报道的深圳市公安
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的“官方礼”，等等。但不知从何时起，

为了得到“彩礼”，人们的脸皮也变得日益厚黑起来，想方设法弄
出个事情来，不管他人情愿不情愿，不管是经常来往的熟人，还
是“八竿子打不着边”的生人，都要“生擒活捉”过来，为其“特大
的喜事”送上一份彩礼；但不知从何时起，送礼的礼金像龙卷风
一样，在“歪风邪气”中旋转着节节攀高，从

20

元到
50

元，再到
100

元、

200

元、

500

元、

1000

元……在“打水漂”中扔向茫茫人海；但不
知从何时起，由“一年三大节，不送是个鳖”的强盗逻辑，发展到
如今多如牛毛的节日都要送礼的“衙门逻辑”。你可以不送礼，但
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的；你可以不送礼，但好事是永远不可能
“临幸”到你头上来的；你可以不送礼，但办成事的大门是永远对
你关闭着的。 有例为证： 媒体报道两个农民为获得一张营业执
照，仅找关系就花费

30

多万元，原因就是他平时忘了送礼。于是，

省吃省喝送礼，借钱送礼，贷款送礼……于是，送礼好比停不下
来的“驴拉磨”，在所有人中间转起圈来。而随着转圈次数的增多
和转圈速度的加快，人们那点可怜的工资都在“转圈”中被“吸
食”得一干二净。

人情本来是指人间真情，所以，就有了“人情来了揭锅卖”的
俗言。但此处的“人情”因为“转圈”送礼的缘故而大打折扣。当收
礼者对着账本一张张点数钞票而喜滋滋的时候， 送礼者则暗自
对收礼人进行着无可奈何的诅咒！

其实，撇开有求于人的不谈，单就所谓“人情往来”的送礼来
说，无论是收礼的还是送礼的，本身都是极不情愿的。原因很简
单，“来而不往非礼也”。收礼者和送礼者都记着一本账，收礼的
早晚都得还，送礼的迟早都要收回。在收礼与送礼之间转了一大
圈，在彼此累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其结果是，好不容易挣来的
“血汗钱”都浪费在酒店的吃与喝当中。

礼者，礼仪、礼貌、礼节等为其本来含义。不知是那个“天才”

何时把此礼扭曲为送礼的“礼”，并
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面对猛于虎
的送礼歪风，我们只能说：“‘礼’多
人也怪！”

市民质疑：火车票代售点为啥只售票不退票？

春节临近，不少即将放寒假的学生准备回
家， 一些出外打工的人也纷纷准备返乡过年，

购买火车票又到了每年的最高峰阶段。为了方
便市民出行购买火车票，近几年，我市火车站
在不少银行储蓄所或者一些交通繁华地段设
立了火车站车票代售点。然而，日前信阳师范
学院的大学生小杜给记者打来电话反映：“火
车站车票代售点既然是为了方便市民，为什么
只能购买火车票，却不能办理退票业务呢？”

代售点不予办理退票
小杜告诉记者，快放寒假了，前些天自己

上街购买一些准备带回家过年的物品时，恰好
路过一家火车站车票代售点。在排队购票的人
群里，小杜看见了他的同学。于是小杜就委托
同学帮助买了一张信阳到家乡的火车票，售票
点加收了

5

元手续费。 不料买完车票还没一会
儿，小杜就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小杜的父亲
告诉他近期有可能要到信阳出差，出差的时间
可以赶在小杜放假的时间内。这样的话，小杜
的父亲出差办完事就可以直接带上小杜一起
回家乡了。小杜听完父亲的话，立刻返回火车
站车票代售点要求办理退票，结果该代售点售
票员告诉他，代售点不能办理退票，如果要退

票必须到火车站售票大厅退票窗口办理。无奈
之下，小杜只好乘车去火车站，在火车站售票
大厅

9

号窗口退掉了这张火车票。

“我到火车站车票代售点买车票就是为了
图个方便， 买票时代售点既然收了

5

元的手续
费，就应该服务到位。代售点只管卖票不管退
票，还有什么方便可言？”说起当天在代售点无
法办理退票的事，小杜很是懊恼。

退票须去火车站
记者随后走访了我市多个火车站车票代

售点，发现都存在只售票不退票的情况。一代
售点的工作人员表示，火车票在代售点一经售
出都不能退，要想退票只能去火车站。至于为
什么代售点不能退票，该工作人员说，售票点
均没有退票功能，同时，这也是铁路的规定，他
们也没办法。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为了让旅客
获知这一情况，所有代售点均张贴了旅客旅行
须知。记者在该售票点旅客旅行须知上看见第
8

条明文写有“退票须在列车开车前在乘车站
或购票站办理”字样。

对此，记者又向信阳火车站一位余姓负责
人询问得知，我市目前所有的火车票代售点只
能办理售票， 不能办理退票和改签等其他业
务。记者询问其中的原因，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火车站售票大厅
9

号窗口配备的电子设备和大

厅内其他窗口以及火车站车票代售点是不一
样的电子设备。其他窗口及代售点只有售票程
序，其余退票、改签等程序都没有，所以退票或
改签这些业务只能在火车站售票大厅

9

号窗口
办理。但也有一位市民估测，火车站之所以禁
止代售点退票， 除了为了方便火车站内部管
理， 可能还存在着成本增加等方面的考虑。一
旦在代售点开设退票、改签等功能，代售点都
需要增加配置相关电子设备，无形中就加大了
投入，增高了运营成本。

代售点应给旅客退票
记者对多名市民进行了采访，大多数市民

认为火车站车票代售点不应该只能售票，也应
该相应增加退票服务。

市民黄先生说：“代售点既然可以卖票，就
应该可以退票， 不然为了退票又跑到火车站，

来来回回感觉太不方便了。”

市民林女士说：“如今互联网方便快捷，火
车站车票代售点既然能够卖车票，那么增加退
票和改签功能从技术上讲， 应该不是大问题。

火车站应从方便和服务购票者的角度出发，进
一步下放代售权限，让各售票点增加退票和改
签功能。这样，既可以减少火车站售票窗口售
票的压力，又可方便购票人因特殊情况退票或
改签。”

“火车站车票代售点是直接消费场所，

乘客直接在代售点消费，因此火车票代售点
有责任和义务
让购票人退
票。”不少市民
都提出了同样
的看法。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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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计有火车站车票代售点
26

个，图
为市中心城区民权路的一个火车票代售点。

本报记者苏鹏摄

王先生女儿的脸颊已经康复，

但仍然可以看出来脸上红色的疤
痕。 本报记者 孟磊摄

安利护肤品让消费者很“受伤”

很多人都知道安利产品，很多
人也使用过安利产品。安利的产品
不仅包括日用品，近些年更推广发
展到化妆品和营养品。冲着安利的
知名度和质量保证，我市的很多市
民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安利产品。

然而， 日前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反
映，他给女儿使用安利雅蜜润肤霜
和润肤露后，孩子面部和四肢长满
了红色小疙瘩，他数次和安利公司
工作人员沟通交涉，至今未得到一
个明确说法。

王先生说，平日里他的两个姐
姐用的都是安利产品， 前几天，他
通过安利工作人员购买了一套儿
童使用的安利雅蜜润肤霜和润肤
露， 当天晚上他就给自己

5

岁的女
儿使用了这种护肤品。没料想第二
天一早，女儿的脸上和四肢都长满
了红色的小疙瘩，而且女儿还总嚷
嚷着说全身发痒，双手不停地在身
上四处挠。这一下把王先生吓得够
呛，急忙带着女儿来到信阳市第二
人民医院皮肤科治疗。经医生检查
诊断，王先生女儿身上的病情属于
体质过敏反应，可能与头天晚上使
用的护肤品有很大关系，医生交代
王先生给女儿停止使用这种安利
润肤霜和润肤露。“安利产品在全
世界销售，怎么也没想到我女儿使
用这种护肤品后会出现这么严重
的过敏反应。按说安利公司应该在
产品上注明儿童有过敏体质应慎
用或禁止使用的标示，或者销售人
员在售卖儿童用护肤品时提醒我
们一声，那样我的女儿就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了。”王先生对记者说。

在王先生女儿上学的幼儿园，

记者见到了王先生
5

岁的女儿。这
个小女孩左面和右面脸颊上，都布
满了暗红色的印记，从远处看脸颊
像是被烫伤后皮肤复原所结的疤
痕，有些部位的疤痕已经长好开始
脱落。 掀开小女孩胳膊上的衣服，

可以清晰地看见小女孩的双手从
手臂到手背都长满了小水泡样的
红色小疙瘩，用手触摸感觉小疙瘩
很硬。小女孩的双腿上也长满了同
样的小红疙瘩。

王先生告诉记者，出现这种情
况后，他一直在带女儿找皮肤科专
家进行治疗， 至今医疗费都花了
1000

余元了。“我女儿刚发病时皮
肤看起来很吓人，经过医生近

20

天
的治疗，皮肤才恢复到现在这个样
子。医生说，即使经过这次治疗痊
愈，以后也有复发的可能性。”

“你和安利公司沟通了吗？他
们是怎么给你答复的？” 记者问王
先生。

“我给安利公司驻马店分公司
联系后， 起初他们说派人来取样，

然后把样品送到总公司检测，了解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我女儿发病，

可是始终没人来。后来，安利公司
的工作人员和我又联系了几次，之
后就再也没和我联系了。从我女儿
发病后，我开始和安利公司驻马店
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到现
在已经快

10

天了，他们至今没给我
一个合理的解释。”王先生回答说。

“安利的产品在全中国都卖得
风风火火的，没想到出现问题后却
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消费者，提起
来这件事我现在真的是很恼火。”

王先生最后气愤地说道。

□

本报记者 孟磊

王先生女儿的腿上长满了红
色小疙瘩。

本报记者孟磊摄

□

本报记者赵锐

图为市民正在挑选图书时的情景。 苏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