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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无情勇士有义

三市民刺骨水中救落水少年不留名

日前，信阳市中心城区关桥下冰冷的河
水中，上演了一幕众英雄救人的感人场景。三名
路人为救落水少年，奋不顾身跳入刺骨的河水
中。昨日，记者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其中两位
救人英雄。

2

月
3

日下午
4

点， 河关桥桥头围满了市民，

人们目光关注的焦点是一名在河水中挣扎的少年。

“有人跳水啦！” 首先呼叫的是两个少年，

他们是跳水少年的朋友，据了解，跳水少年是在
和伙伴散步至关桥上突然跳入水中的，岸上的
两名伙伴顿时六神无主，大声呼喊起来。

“快救人啊！谁会游泳，救救孩子啊！”围观
人群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为这个落水的少年担
心起来。有人打

110

求救，也有人联系少年的家
长，冰冷的河水中，少年痛苦的挣扎着

......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110

巡警和
120

急救
车陆续赶到现场， 一场与死神争分夺秒的大营救
正式开始。随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岸上几名会游

泳的市民纷纷脱下衣服，准备下水救人，但是河水
冰冷刺骨，根本无法下水，几次营救均告失败。

眼看落水的少年在远远的水面一沉一浮，

命悬一线的时候，只见三名男子，不顾危险，三
下五除二脱下衣服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向落水
少年方向游去， 岸上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欢
呼和掌声。

10

米、

5

米、

2

米、

1

米……随着救人者离少年
越来越近， 人们的心揪的更紧了。“他们抓着孩
子啦！快看，开始往岸上游啦！”当三名男子合力
将落水少年拉上岸时， 现场人群又爆发出一阵
掌声。随后落水少年被

120

急救车送往第三人民
医院进行抢救。

在人们为落水少年高兴的时候， 谁也没注
意，救人的几名男子穿上衣服匆匆的离去了，甚
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2

月
3

日当日，人们开始寻找救人英雄。在热
心市民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本报记者终于联系
上了其中两名救人英雄。 他们是河区商务局
纪检书记张兴旺和上海商场总经理钟勇。

2

月
4

日上午， 记者在上海商场办公室见到
了两位救人英雄。“孩子的生命保住了， 我们很
欣慰，没有什么好说的，性命攸关的事儿，换谁
都会出手相助的。”钟勇表示，自己和张兴旺两
人是冬泳爱好者，这次能顺利救下落水少年，多
亏了长期以来坚持冬泳运动。

“一般会游泳的人下去肯定抽筋，河水太冷

了。”张兴旺说，当时水温可能在五六度左右，少
年落水的地点离岸边大约有

30

米， 一般人下水
根本无法游那么远的距离再救人。

“当天下午，我们路过西关桥，看见许多市
民在桥上围观，听说有人落水了。”钟勇告诉记
者， 他们到现场的时候岸边已经有几个人脱了
衣服，可能是天气原因，没有下水。“当时没想太
多，我和张兴旺都练过冬泳，便脱掉衣服下水救
人了。还有一个人和我们一起下的水，救完人后
就走了。”钟勇告诉记者，自己也不认识另外一
名救人者，只知道是一名年轻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钟勇和张
兴旺二人救完人后匆匆离去， 但是二人一直担
心落水少年的安危。

2

月
3

日晚，二人相约匿名来
到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了落水少年， 并现场捐了
400

元给孩子的母亲。

“孩子很可怜，他的父亲早逝，还有一个身
患残疾的姐姐， 姐弟二人全靠母亲打零工赚钱
养家，

16

岁的孩子辍学在家。”钟勇告诉记者，跳
水的少年姓谢，目前和姐姐、母亲居住在青龙街
一个出租房内。当天因为与母亲争吵，少年一时
想不开，产生了跳水轻生的念头。

“孩子还小，一时想不开有情可原，他需
要关心和照顾，希望人们多关注他的生活，给
予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帮
助。”采访中，张兴旺和
钟勇还不忘让媒体呼吁
人们来帮助和关注这位
少年。

不

充

分

的

理

由

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
消费者权益日益受到保护的时代。然而，

当各种法律法规逐渐健全的时候， 当消
费者权益被高度重视的时候， 一些垄断
企业、 高壁垒行业及其自我规定的霸王
条款， 依然在各个角落或明或暗地强占
消费者的“便宜”。尽管这种强占没有理
由，或者没有充分的理由，但他们依然理
所当然地我行我素。

据《信阳日报》

1

月
22

日报道，全市共
计
26

个火车票代售点， 无一可办理退票
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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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铁路部门的规定，他
们也没办法。随后，记者向信阳火车站一
位余姓负责人询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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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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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还有市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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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代售点不能办理退票这种行为，有关律师认为，此
举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权益。火车票作为一种商品，乘客有
退票的权利；代售点作为直接消费场所，乘客又是在代售点
直接消费的，因此，有责任和义务给旅客退票。

既然法律规定了火车站作为商家的责任和义务， 而火
车站又有服务消费者的意愿， 并且有条件为消费者提供类
似的方便；既然消费者是上帝，并迫切要求火车站提供方便
快捷的服务，那么，在双方都情愿的前提下，为什么火车票
代售点仍然不能提供退票和改签的服务呢？ 工作人员说是
“规定”，火车站一位负责人讲的理由是：安装了“不一样的
电子设备”。

自相矛盾而又不合理的“规定”，本应取消；在信息化的
时代，安装电子设备只是“小儿科”，以此推脱，这实在不能算
是充分一个的理由！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则指出，之所以禁止
代售点退票，除了方便管理，还存在成本方面的考虑。一旦在
代售点开设退票、改签等功能，代售点需要配备扫描仪等设
备，就会增加投入，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真是一语道破天
机！原来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那
每一张票多收的

5

元钱用来干什
么呢？很显然，依旧是为了获得暴
利。为了部门利益，牺牲消费者的
权益，这算是哪门子的理由？

鸡公山下的爱心接力

2007

年
7

月
30

日这一天，阴雨连
绵， 对于鸡公山下信阳市郊区邮政
局鸡公山支局营业员周志燕来说，

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 她因喷射式
大出血，不得已提前

6

个月早产下了
女儿，这天是雨天，因此“夏雨”就是
这样取名的。 其实这孩子从出生那
天起，到现在已两岁半了，一直在亲
人痛苦的泪雨之中饱受病魔的煎
熬，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早产，小夏
雨放在保温箱时间太长， 造成脑积
水以致脑瘫，在北京

301

医院做了第
一次手术之后， 又到北京玉泉医院
做了两次手术。 现在小夏雨浑身软
绵绵地躺在病床上， 十六七万元的
医疗费拖得周志燕一家花光了全部
积蓄，借遍了所有亲戚。但从目前的
迹象看， 夏雨仍需要进一步的手术
治疗。

小夏雨的爷爷夏大志是个一辈
子工作在邮政战线的退休职工，现
被返聘担任鸡公山邮政支局局长。

老人在投递路上， 冒着大雪封山的
危险， 攀爬在鸡公山的高山峡谷之
间，确保山上机关、居民的信件和报
刊正常收寄， 有时摔倒在雪地里几
个小时不醒人事，爬起来继续上路，

他都不曾流过泪， 但这次为了小孙
女的病，老人却常常老泪纵横。小夏
雨的父亲夏征是邮政储蓄银行员
工，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参加各种培

训、考试常常忙到半夜，操业务发展
的心，又要操学习的心，他没有失眠
过，但因为小夏雨的病，五尺男儿整
夜整夜睡不着。孩子的病遥遥无期，

治疗费是个无底洞，钱又从哪儿来。

为保证母子平安， 周志燕当时做了
子宫切除，身体一直虚弱，她整日以
泪洗面， 二十几岁的姑娘现在憔悴
得像个老太婆一样。

周志燕一家的不幸， 自始至终
牵动着信阳郊区邮政局员工们的
心。在抢救周志燕母子时，局长李鸿
杰就分别安排局工会、各职能部室、

专业公司和支局的同志前往医院看
望，并送去

3000

元的慰问金。

2008

年
和
2009

年两个春节， 该局党总支书
记赵海菊将省公司“三保证三关爱”

的
1000

元补助金亲自送到周志燕家
里。 当她看到家里已经没有一件能
变卖的东西时， 全国拥军爱民模范
赵海菊忍不住眼泪婆娑， 在过年时
第一个就给周志燕打去电话， 送去
组织的温暖。 在

2010

年元旦后第一
个工作日， 赵海菊依然惦记着小夏
雨，在

1

月
8

日的周五学习例会上，海
菊饱含热泪宣读了倡议书：“我们的
新中国走过了

60

个春秋，

2010

年的
春风已向我们吹来。 这是一个美丽
的世界，到处跳跃着动人的音符

,

到

处回荡着优美的旋律。然而
,

夏雨这
个两岁半的孩子， 我们郊区邮政局
周志燕的女儿

,

一个活泼可爱的生
命
,

却没有享受这动人音符、美丽旋
律的权力。去年

7

月
,

她因患脑瘫
,

已
经做过

3

次手术
,

耗用了全家积蓄，

还举债
10

多万元。小夏雨的不幸
,

是
因为上天跟她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

然而在不幸的同时，她又是幸运的
,

因为专家说， 如果经过科学的长期
治疗还能够康复。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您的一份爱心，可以让生命更加
美丽；您的一次善举，将换回更多心
灵的快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最后，她

说：“我代表局领导班子， 代表周志
燕一家祖孙三代给大家鞠一个躬。”

引得了在场的许多同志流下了眼
泪，邮政物流局长姜云芳对记者说：

“周志燕经常与我通电话，我常常为
小夏雨揪心， 赵书记发出倡议再给
我们鞠躬，我心里更是难受，当时眼
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 治疗小孩的
病，我们帮不了忙，但在医疗费上我
们尽可能地帮助一点， 所以我毫不
犹豫地捐了

300

元钱。”

大学生毛泉捐了
200

元钱，他
说：“赵书记是爱心大使， 十几年如
一日关爱军烈属， 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今天，她把爱心又延伸到小夏雨

身上，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掏出身
上仅有的

200

元钱为小夏雨家里分
担一点困难， 是我们大学生奉献爱
心的具体体现。”

该局办公室主任汪伟说：“看到
周志燕一家的不幸遭遇，我们郊区邮
政局职工有

200

多人自觉自愿捐了
款，多的

500

元，少的也有
50

元、

30

元
不等，局领导都捐了

500

元。连市邮政
代理保险公司的经理丁尤莹和保卫
科长张琪来我局检查工作时，见到了
这一感人的场面，也分别捐了

200

元。

之后，丁尤莹又在保险专柜人员会议
上通报了这一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
助之手，又捐了

850

元。”

1

月
9

日， 当郊区邮政局局长李
鸿杰和书记赵海菊把

2

万多元现金
送到夏大志手中时， 老人紧紧握着
两位领导的手， 一再表示感激：“小
孩的病拖累了我们一家， 是全局一
次次的关爱让我们在绝望中树立了
信心， 我要把局里同志们的捐款名
单保存好， 将来小夏雨长大了让她
看看， 一定要让她做一个像海菊书
记这样的有爱心的人， 回报局领导
和同志们的关爱。”

小夏雨的病情也牵动了上级领
导的心。

1

月
28

日， 省邮政公司党组
成员、 省邮政工会主席王德武在市
邮政局局长刘高珍的陪同下， 带着
省公司总经理杨海福的问候来到周
志燕家，看望了这饱受苦难的一家，

并送来
1000

元慰问金。鸡公山下，爱
仍在继续。

金牛山办事处
落实廉租房政策 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

本报讯（记者苏鹏）

民安小区廉租房项目位于
河区金牛山办事处周家山社
区， 金牛山办事处积极落实
廉租房惠民政策， 加大宣传
力度， 协助河区房管局做
好走访调查，目前，入户核实
申报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
中。

该项目首批共建设
252

套廉租房， 其中
52

套用于配
租，

200

套用于销售。 用于配
租的廉租房租金标准按照房
屋使用面积计算， 依据房屋
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计
租，每月每平方米

1

元；用于

销售的廉租房价格， 按建设
成本减去中央和省补助资金
确定， 由房管部门和物价部
门审定后对外公布， 已经确
定的购房对象应先支付

2

万
元购房款， 剩余房款交钥匙
时一次结清（每户还应缴纳
专项维修资金

2000

元）。有意
申请租凭、 购买廉租住房的
用户，须经过申请、初审、复
核、公示、分配、抽签（符合残
疾等级的家庭优先排序选
房）、签约环节后，即可入住
廉租房。目前已确定了

8

户困
难群众家庭的购买申请符合
条件。

鹭岛国际旅行社春节线路精彩奉献
2010年春节怎么过？国内国外任你游，跟

着鹭岛玩地球！南方暖冬游，北方冰雪游，近
郊温泉游，激情滑雪游，浪漫欧洲游，港澳观
光游，休闲自由行，享乐小资游……

何必东奔西走，鹭岛应有尽有！

咨询电话：

6860055 6197111 6230866 3779996

我 来 背 您

在商场员工通道， 一位老大
爷提着好多商品， 一位老奶奶跟
在他后面， 很吃力地用手扶着栏
杆，一步一步往上挪着。我急忙上
前问道：“奶奶，您怎么了？”她说：

“我的脚不好使，让老伴陪我买点
家用的东西。”我急忙扶着她慢慢
往上走， 她高兴地对我点点头表
示谢意。

不巧的是， 我们的后门台阶
坏了，正在维修，无法通行。老奶
奶为难了。 我看了看， 就跳下去
说：“奶奶，我来背您下去。”老人
激动地说：“姑娘你真好！ 有的年
轻人嫌老年人脏，你却不嫌弃。都
说你们西亚的服务好， 我看不光
是服务好，主要是心肠好。”其实，

第一次背人，我心中也有些担忧。

就学着电视上的士兵，扎着马步，

轻轻将奶奶扶上后背。 只觉得身
子往下一沉， 每挪动一步腿就很
吃力。 临走时， 老人还在问：“姑
娘，你叫什么名子，我给你公司写
封感谢信。”我笑笑说：“奶奶不用
了，我们都有老的一天，谁看到都
会这样做的。 我们公司有免费服
务， 如电话订货， 我们会送货上
门。得益卡上面就有号码。像您这
么大的年龄，腿脚又不方便，就不
用亲自跑来买，给我们打个电话，

货物就送到您家了。”

看着老人满脸笑容的离
去，我的快乐之情油然而生。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关爱别人，

幸福自己。

（信阳西亚和美店员工刘佳）

“黄金地段”小区环境为何如此差？

2

月
3

日，市民王先生致电本
报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内长期
以来生活环境差的问题。“我居
住的小区位于市中心城区东方
红大道旁，距离孩子所在学校市
第三小学非常近，所以一直忍受
着糟糕的生活环境，没有搬走。”

王先生说，“一年一年过去了，马
上又过新年了，看着没有改善的
居住环境，还是忍不住给报社打
了电话。”

记者随后来到该居民区，还
没进到院内，一股难闻的气味就
扑面而来。清理出的部分淤泥刚
刚被垃圾车拉走，楼房前的地面
被堆放的淤泥染成了乌黑的颜
色，散发着阵阵恶臭。这个狭长

的院内被简陋的平房占据了一
部分， 挨着平房的有小菜园，旁
边堆放的还有柴禾等物品，油腻
的泔水桶被堆放在大门旁的角
落， 院内的水泥地面已残破不
堪。

居民们说，这个小区内总共
三幢楼，“左边一幢是市计生委
家属楼，右边好像是市防疫站的
楼，而正对大门的楼不知道是哪
个单位的，里面大多是租赁户。”

记者发现，这三幢楼除了计
生委家属楼的楼洞朝着院内，其
他两幢楼均是背面朝院内。其
中，右边楼的一层住户几乎都占
用了公共院的面积接盖了自家
的平房。而正对大门的那幢楼据
说住户也都从公共院内进出。

“所以说， 这个公共院目前
糟糕的居住环境不是单纯的哪
幢楼居民造成的。” 王先生告诉
记者。“有些不自觉的居民把垃
圾往破损的水泥地面下倒，我们
这里经常因为下水道被堵塞而
使积水横流。有些时候，化粪池
里的粪水也会流到路面上。”

“说实话， 我们这个小区位
置多好呀， 在中心城区主干道
旁，上学购物都方便，可以算得
上是黄金地段了。东方红大道干
干净、漂漂亮亮，可谁能想到大
道背后小区里的环境这么差呢？

谁能来管管呢？”王先生说。

年年新桃换旧符 手写春联年味浓

进入腊月， 市面上红红
火火的春联更是把新年的喜
庆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春联自古流传至今，深
受人们青睐。记者发现，印刷
精美的“成品”春联已渐渐占
据了春联市场的大半江山，

不仅书店里出售的是印刷的
春联， 就连集贸市场上也大
都是千篇一律的印刷春联。

在我市中心城区四一路
某家卖春联的小铺里， 老板
告诉记者，“印刷的春联是现
成的， 不仅有墨汁效果的还
有金粉效果的、绒面效果的，

书体也更美观多样， 现在谁
还稀罕手写的春联。”

然而， 也有许多市民认
为， 印刷的春联千篇一律，本
身没有文化底蕴，但手写春联
则飘着墨香，能让人感受到中
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这在商业
化的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

2

月
1

日， 在平桥区农林

路一家专门写春联的摊点
前， 几幅已经写好的春联被
挂在墙上， 丰厚饱满的墨迹
还没有干， 摊点的主人魏师
傅正运笔挥墨。 几位行人驻
足观看，不时点头赞赏。

“魏师傅，您的毛笔字写
得越来越好了。”年年都在魏
师傅这里买春联的王春生由
衷地说。“你看看这手写的春
联就是不一样， 看这一笔一
画，多有气势！ ”

平桥区电业局的李老伯
说自己是魏师傅的“老主
顾”。 他说每年的腊月下旬，

他都要光顾魏师傅的春联
摊， 请魏师傅写春联。“我的
两幅对子魏师傅已经写好
了， 我就等字干了拿回家
去。”李老伯微笑着坐在魏师
傅的长条凳上说，“我不喜欢
孩子们从单位拿回家的对
联，内容太呆板、太功利了。

这现场写的春联就不同了，

想要什么内容的对子都可以
让魏师傅写。”

71

岁的魏师傅告诉记者，

1990

年他从平桥南阳商场退
休后就开始摆摊为人写春联，

写招牌。而他最初写春联的时
间应该追溯到

1956

年，那年他
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算起来，喜爱毛笔书法的他已
经写了

50

多年了。他常回忆起
以前在村里替人写春联的情
景，“从农历腊月开始，乡里乡
亲们就带着买来的红纸，送到
我家让我写春联，我当时不过
是个年轻小伙儿，但大家都觉
得我写得不错，所以每逢写春
联，我就很自豪，很高兴……”

魏师傅说，“现在虽然有
很多印刷的春联，但是还有很
多老主顾找我写春联，他们觉
得我写的春联上有墨香，有年
味儿。每年一进腊月，我就开
始在市场上摆摊写春联，一直
写到大年三十。”

将近中午， 魏师傅手写
的金粉字的春联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他的徒弟小李说，现
在跟师傅学写春联是因为自
己喜欢毛笔书法， 他更觉得
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继承和
发扬。

瞧，这并不是排戏，也不是
踩街演出，而是记者近日在我市
中心城区街头拍摄到的迎娶场
景。这种传统的迎娶方式让人耳
目一新。

本报记者 赵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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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郝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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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柳文
/

图

□

李春富

□

本报记者苏鹏

日前，本报民生新闻版曾报道了市中心城区申桥
下两幅大型陶瓷壁画被各种小广告张贴得面目全非，

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的情况后，我市相关部门立即进行
了清理。昨日，记者再次来到申桥下，看到被清理后的
壁画恢复了原有的容貌，而桥下这幅江山如此多娇的
壁画却与垃圾“相伴”（如图）。本报记者 赵锐摄

�

图为郊区邮政局领导为夏雨家送去慰问金时的情景。苏鹏摄

图为院内堆放的杂物。

图为残旧的公共院。

图为魏师傅正在书写春联。

图为救人英雄在向记者介绍少年的落水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