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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村的说法， 过了正月十五
就算把年过完了，但是在农村还是有不
少串门走亲戚的。如今农民生活水平提
高了，不少家庭都开着摩托车或者小面
包车带着全家人走亲戚。许多人也因此
疏忽了交通安全，乐极生悲。

日前，记者在采访途中先后见到
两个场景，颇感不安。第一个场景是
在
107

国道旁的河区双井乡， 记者
看到一个

40

多岁的汉子骑着一辆摩
托车从沙石小路往

107

国道上行驶，

车行至眼前，我们才看清楚这两小摩
托车上竟然载了两个大人和两个孩
子，我们还开玩笑说，这两轮的车比

咱们四个轮的
车载客量还
大， 如果发生
紧急情况怎么
能刹住车呢。

待我们顺着国
道前行没多
久， 看见了第
二个场景，前
方路边一群人
围在一辆中巴
车旁。 我们下
车一看， 发现
刚刚发生了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中巴车撞上了一个
路过的行人，看着躺在地上痛苦抽搐
的伤员，我想，如果驾驶员和行人彼
此都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不超速不超
载，那么不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悲剧发
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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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百岁老人的幸福晚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生
七十古来稀” 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日
前，记者在走进乡村采访时，发现大山深处
有一位今年已经

105

岁的高龄老人———王光
珍，记者走访了这位老人，了解了她长寿的
“秘诀”。

王光珍老人出生于
1905

年
1

月
15

日，现在和
孙子一起居住在平桥区
高粱店乡鲍冲村。 老人
年龄虽然已经过百，但
身体状况良好， 除了视
力有点模糊和听力有点
下降外， 日常生活根本
不需要孙子们特别照
顾，仍可以自理。

采访中记者发现，

“闲不住”是王光珍老人
长寿的主要特点。 老人
的孙子今年

46

岁， 据他
介绍， 老奶奶风风火火
地忙活了大半辈子，如
今能享清福了， 却总是
闲不下来。 白天不是在
院子里喂喂鸡、 搓搓麻
绳， 就是在后院清理菜
园， 或者在房前屋后拔
枯草、捡拾柴火。平日里
吃饭从不挑食， 一日三
餐以素为主， 不沾一点

烟酒。老人的孙子还说，从记事起，就没见老
奶奶生过病吃过药。现在老奶奶的生活很有
规律，不论春夏秋冬，都是天亮即起床，天黑
即休息。 老人长寿的秘诀就是按时作息，多
运动，多吃素菜少吃肉。

在老人居住的后院，记者看见院子内不
光是四处的角落里堆满了柴火，连一间和房
子大小差不多的棚子下也堆满了柴火，院子

的屋檐和墙上还到处挂着晒干的扁豆、丝
瓜。老人的孙子介绍说，柴火都是老人平日
里捡拾的，那些蔬果也都是她种植的。

当记者看见王光珍老人时， 很是吃惊。

老人精神矍铄，走路脚步稳健，看起来完全
不像一个百岁老人，倒更像农村里记者经常
见到的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记者问老人
多大岁数，老人清晰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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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腊月
初一‘过生’（农村口语，指农历腊月初一出
生的），属羊，是清朝宣统年间出生的人。”老
人还告诉我们，她全家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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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平时没
什么事， 她就在村里转悠。“我的孙女不在
家，她屋子旁边的杂草，我搬个椅子坐在那
挪动着就给她收拾了。要是不干活我心里发
急，干点活了身子骨觉得还舒服点。”

老人的孙子告诉记者：“因为牙齿都没
了，老奶奶平时很少吃肉食，最喜欢吃的就
是青菜，把青菜煮成糊状就米饭吃。逢到农
历初一、十五和二十三这几个日子，不要说
肉食，连猪油都不沾，只吃斋饭。这个习惯从
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在老人睡觉的房间，记者看见老人的床
铺上铺了两层棉被，垫被下面还铺有一个电
热毯。 老人的孙子说：“老奶奶一点都不糊
涂，神智非常清醒。大概在五、六年前，老奶
奶使用的电热毯因为质量的原因有一天半
夜突然着火了，老奶奶发现后，起来先是把
电源插座上的插头拔掉，之后才去前院喊我
们，告诉我们着火了。”

随后，老人的孙子又把我们带到后院外
面的山坡上，指着一大片树林子说：“这片树
林子里原来都是荒草杂树， 人都走不进去，

后来老奶奶没事就搬个小椅子坐在那拔草、

砍树枝，你们看，现在已经成为一片干干净
净的树林了。去年重阳节，区里民政局的人
来看望慰问老奶奶，当时他们在村里怎么也
找不到老奶奶，最后我才发现她还在这片树
林子里拔草。”

看见记者拿起手中的相机拍照，老人站
起来捋顺了头发， 还把身上的衣服拍了拍。

老人的孙媳妇告诉我们：“老奶奶特别爱干
活劳动，有时我们不让她四处活动，她还生
气，说她坐着爱打瞌睡，多干干活吃饭还香
些。老奶奶的记忆力最近两年差点，前些年
好得很。虽然她不识字，但农历的日子记得
一点都不错， 有时我们也记不住什么日子
了，反倒还要问问她才知道。她的衣服除了
大件的是我们拿去洗，小件内衣从来不麻烦
我们，都是自己洗。”

老人的孙子最后告诉我们，乡里的领导
逢到过节时都会来看望慰问老人，“在老人
100

岁寿辰时， 我们小辈的还特意为她举办
了寿宴，邀请了亲戚和邻里为她祝寿，当时
区民政局和乡里的领导都来了，给老奶奶送
来了慰问金、寿面、蛋糕、鲜花。快过年的时
候，区民政局和乡里的领导还特意到我们家
给老奶奶又送上了慰问金和米面油等食品，

预祝老人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临别时，

我们也衷心
祝愿老人健
康长寿，安享
晚年的幸福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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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武汉市农业局曝光“问题豇豆”的做法，三亚市
农业部门表示了“特别的不理解”，他们称，发现相关的问
题但按照通常做法只限于内部通告，这已经是业内的“潜
规则”，武汉曝光这些“问题豇豆”在他们看来“于国于民
都无益”（

2

月
28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武汉市农业局曝光“毒豇豆”，破坏了“内部通告”的
业内“潜规则”？我拼命揉着眼睛，可看到的依旧是那些雷
人的话语。更荒唐的是，三亚市农业局综合执法支队副支
队长周庆冲也认为，按照常规，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

他们可以派技术人员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但兄弟单位
这次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
没有给农业部门留面子。

离奇愤怒！那些监督检测部门难道不应该为“民以食
为天”筑起牢不可摧的“篱笆”吗？难道不该为民众吃得放
心、吃得安全而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吗？难道曝光、禁售问
题食品、蔬菜，就是“太不够朋友”、“不给面子”？谁是你们
的朋友，你们给谁面子？

突然， 我似乎明白了武汉市农业局人士前些天坦言
的“决定禁售‘冒了点风险’”的“弦外之音”。原来这风险
来自同行的“潜规则”。可是，在我们看来，于国于民，于百
姓利益，武汉市农业局的毅然决然之举，实在是应该大加
褒扬、大加弘扬的正义之举。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屡屡
失范，各类“毒

××

”愈演愈烈，除了我们经常抨击的各管
一段、“九龙治水”等先天不足外，“够朋友”、留面子式的
隐瞒包庇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不是我们曾经不为
所知的重要因素呢？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真的要感谢武
汉市农业局的“大义灭亲”了：是他们，让我们震惊地获知
了监管领域漠视民众根本利益的“潜规则”。

原来，很多问题食品不是不能管，不是不能被发现、

被围剿， 而是监督机构“够朋友” 的“潜规则”， 使得
“毒

××

”能安安稳稳地潜伏在我们的身边毒害百姓，即使流毒四方，有些
主管人员还冠冕堂皇地狡辩

,

还理直气壮地叫嚣“于国于民都无益”！

还有多少监管检测“潜规则”被蒙在
鼓里？我们期待，对于那些“够朋友”的职
能部门的相关人员， 有关部门就不该留
面子、给面子，谁把民众利益当儿戏，谁
就该被毫不留情地被问责、被严惩，被清
除出监管队伍！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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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老人正提着一捆柴火准备烧火做饭。

□

吴杭民

节日“打的”难 到底为哪般

刚刚过去的春节
,

相信许多市民都深刻体
会到了坐出租车难。从农历腊月二十六到正月
初六，从节前上街置办年货到过节期间探亲访
友，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冻得瑟瑟发抖、苦苦
等待的人们，这中间不乏抱着小孩的大人和年
迈的老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尽快拦到一辆
出租车。市民抱怨“打的”难，出租车司机为此
也是加班跑，但客源多车辆少，就算出租车司
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将有限的蛋糕分给每个
人，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春节即将结束，大家的
工作、生活都已经步入正轨，但提到春节期间
打出租车难，不少人还是有话要说。

市民：拒载、涨价好无奈
王女士对记者说，农历腊月二十八，她从

和美超市置办年货出来，在风雪中苦等出租车
的到来，由于人太多她足足等了

40

分钟，好不
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对司机说去大庆
路，司机说不打表，最低

10

元钱。想想打车的艰
难，看看自己手拎大包小包的东西，最后，王女
士还是选择了花

10

元钱坐车回家。

市民雷先生说，

2

月
15

号， 出门坐出租车，

上车后，司机要求加
2

元钱，并说是市运管局规
定的。当他与司机争辩时，该车司机态度恶劣，

中途就让雷先生下车并拒绝给发票。雷先生不
想在大过年的跟他为了这点小事较劲、 吵架，

想想就算了。

“过年人多，天气也不好，出门坐出租车的
人自然也就多，那几天能拦到的士就已经很不
错了。 司机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出门拉
客，多加几块钱我也能理解，都挺不容易的。”

采访中，市民胡女士这样对记者说。

但也有一些市民认为， 多掏腰包可以，但
要掏得透明。在某中学工作的刘老师说：“大雪
天，大家应该彼此体谅。我愿意在雪天乘出租
车时多给些钱，但要有明确的价格标准，这事
不应该由出租车司机说了算。”他认为，如果相
关部门能够依据天气变化，对出租车雨雪天运
营增加费用予以明确，可以减少司机与乘客之
间的矛盾。

出租车司机：适当涨价合情合理
说起涨价的原因以及众人的指责，出租车

司机们也是大吐苦水。

司机王师傅说，跑出租搞运营其实和做生
意一样，不管挣多挣少，都不能让自己赔本。他
说：“你看现在油价涨到多少了。 这雪天路滑，

车开得慢， 每趟活比以往花费的时间要长，油
耗还大。而且这个天气，很多出租司机怕出事
故不愿意出车，所以出来干活的当然应该多赚
两个。”

周师傅说：“现在三轮车等非法运力那么
多，我们的生存也很有压力！过年期间，三轮车
等都涨到三四块至六七块了，我们不可能一点
也不涨价！再说了，过年我们都没有休息，一直
都在给大家服务，我们适当涨点价也在情理之
中嘛。乘客也请多理解，劳动法不是规定节假
日工作有加班费吗？我们一年到头从没有加班
费， 春节我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难
道不应该涨点价，算我们的加班费吗？”

记者：街头体验打车难
都说乘坐出租车很难，究竟有多难？大年

初一记者体验坐出租车难由此拉开序幕。

上午
9

时
30

分， 在我市中心城区的楚王城
大转盘附近，记者看到，每当有空出租车驶过
来，路边都会抬起一片拦车的手。“这年头‘打
的’咋恁难啊！怪不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买私
家车。” 一名等候很久依然没有打上车的男子

长声叹息。

有些市民看等待无望， 只好上了公交车，

不管此路公交车是不是能开到目的地，抱着能
走一段是一段的心理先上车再说。采访中记者
发现，虽然出租车难打到，但电动三轮车和一
些破旧的面包车却很“热情”。他们很主动地靠
近等车的人，询问你到哪里去。但他们所报的
价格却让人接受不了。

记者还发现，马路上的出租车好像比平时
少了许多，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有相当
一部分出租车都在城郊和周边农村里跑，拉一
趟活可以多挣好多钱。在市内虽然比平时涨了
几块钱，但远远比不上跑一趟长途挣得多。

上午
11

时
30

分， 记者在汽车站门口的路
边，看到一名带着小孩和几个包裹的男子在风
雪中苦等出租车。 男子说刚坐车从外地回来，

看见汽车站门口停了好多辆出租车，却没有一
辆车愿意拉他去城区的三里店。经过询问才知
道， 原来这些出租车是专门拉长途旅客的，一
般市内的活他们都不愿意去跑。

下午
4

时
30

分，在城区民权路中段，记者等
了
29

分钟后，终于来了一辆空出租车，当司机
得知记者要去西关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说自
己要去交车，不能去。当记者说还不到交车时
间时，他又说车没油了，随后驾车扬长而去。

晚上
8

时，记者来到火车站，许多司机很热
情地上前询问坐不坐车，去哪里，记者表示要
去中山路的银珠广场，这些司机立马去招呼下
一位客人。其中一位司机说，

20

元，去不去。记
者表示不去，便继续向广场外走去。一位尾随
记者的司机说，

15

元，我可以送你。经过讨价还
价最后

10

元成交。一路上，司机说，春节期间，

出租车大多都不打表， 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坐
车的都想便宜一点，开车的都想多赚点，最后
可以商量。

记者了解到，遇到雪天，城市交通拥堵，出
租车的运行效率也降低。再加上一些出租车司
机停开，打车市民的骤然增多，就出现了“打车
难”。据了解，还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下大雪天会
在家休息。因为“下雪天路滑容易出事故，修一
次车的钱干一天活也赚不回来。” 而记者在一
家汽车修理厂了解到，每逢大雪天气，来修车
的都会排起长队。 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下
雪天汽车故障多，追尾事故也特别多。一天就
有几十台汽车因为出故障而被送进来。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 在春节这段时
间，人们都纷纷采取“拼的”的做法，只要不是
路绕得太远，车上还有空余位置，车上已乘载
的人员一般不会反对出租司机再搭乘其他人。

“大家都知道现在出门‘打的’难，好多人都有
过急着出门却拦不到车的经历， 所以人们对
“拼的”的做法还是能接受。作为我们出租车司
机当然愿意这样做， 毕竟现在挣个钱也不容
易，在生意好的时候能多挣就多挣。当然不能
趁火打劫，违规收取顾客高额车费。”一位出租
车司机说起“拼的”，他道出了真心话。

运管部门：规范交通运营秩序
市运管局负责人对记者说，在节前，我们

就起草了通知， 让
8

家出租车公司逐一通知到
1846

辆出租车司机或业主。并通知
GPS

和
LED

营运商用流动广告字幕的方式，请广大出租车
司机自觉遵守价格管理规定，不得借天气原因
擅自涨价。 同时让两家出租车呼叫台口播通
知， 让出租车业主们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服
务。出租车擅自涨价行为首先是不对的，对出
租车价格管理按法律规定应属价格主管部门。

但作为出租车的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对擅自涨
价行为也有监管义务，一经发现或接到举报坚
决查处，决不姑息。但目前，信阳市的出租车只
有
1846

多台， 显然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一
般的节假日和每天的上下班乘车高峰期都难
以应付，更别说春节了。他建议一方面要增加
出租车数量， 另一方面逐步规范行业秩序，不
让这样的不和谐音符再奏响。

爱的海洋
光山西亚对我们来说是

传播爱和文明的光辉使者。

在这个温暖和谐的家园里，

我们尽情呼吸着爱的新鲜空
气，畅游在爱的海洋里。我就
是一位爱的受益者。

2006

年年底， 我爱人不
幸肝病复发。听闻此事，店长
邹秀丽抛开店里繁忙的公
务， 抽身来到医院看望我爱
人。 看到守护在病床前我年
迈的母亲， 她深情地拉住老
人家的手嘘寒问暖， 极力安
慰老人焦急的心情。 那情景
至今在我的眼前浮动， 久久
不能忘怀。

可病魔是无情的， 我爱
人的病急剧加重， 被转往武
汉市肝病医院救治。 在武汉
的日子里， 我爱人的安危牵
挂着家里每一位亲人的心，

也牵挂着店里姐妹们的心，

一条条短信， 凝聚着姐妹们

的爱和关怀， 一句句祝福温
暖着我那枯竭的心灵。

2007

年新春， 二位经理
带着公司总经理和姐妹们万
余元的爱心捐助， 带着大家
的问候和祝福风尘仆仆赶到
武汉病房看望我爱人。 当他
们把这浓缩了人间真情的捐
助款放到我手中时， 我激动
得热泪盈眶， 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在爱的感召下，我爱人
奇迹般活了下来！ 虽然我的
道路还很坚难， 可是因为有
爱，我不再害怕。真希望有一
天我也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
人， 把我的爱奉献给需要帮
忙的人。

信阳西亚光山县店员工
陈良恒

□

本报记者赵锐文
/

图

许多市民站在路边苦苦等待也打不到一辆出租车

车祸现场

这辆小摩托上坐了
4

个人

液化气罐车翻倒 消防、交警急布控

3

月
4

日上午，一辆液化气罐车途经
107

国道与湖东大道时突然翻车， 令司机和路
人惊恐不已。随后，交警和消防人员赶到现
场，及时布控，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当日上午
10

时许， 记者接到市民来电
称，在

107

国道与湖东大道交叉口有一辆载
重液化气罐车行车途中突然翻车， 车上罐
内还有不少液化气，情况十分紧急。记者立
即赶到现场看到， 一辆长约

10

米的大型载
重汽车，车头朝南，车尾向北“躺”在红绿灯
的支撑杆边，不少群众在旁边观看。此时，

交警和消防等部门人员也接到报警电话并
很快到现场拉起了警戒线， 及时疏导周围
群众和过往车辆。

据现场的报警市民介绍说：“当时，这
辆载重汽车走到湖东路口时， 不知道是怎
么回事，突然一下翻倒在地，当时我恰好走
在路边，把我吓坏了，再一看，从汽车驾驶
室里爬出来两个人， 我害怕气罐车翻倒漏
气有危险， 就赶紧掏出手机拨打

110

报了
警。”

记者随后采访了翻车时开车的司机，

该司机告诉记者说：“我拉了一罐液化气正
常从

107

国道上往湖东大道转弯时，说不清
是咋回事，车突然就翻了。”车上另一个司
机也在旁边插言说：“我当时正在车上睡
觉，车翻了后，我才被惊醒。现在，我们俩人
身上都很疼， 估计摔伤了， 等把事情处理

完，我们要赶快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记者离开时， 交警和消防等部门的工
作人员还在对此事作进一步处理。 交警部
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防止安全隐患发
生，此气罐车马上就会拉到市液化气站，对
车上的液化气进行安全处理。

图为翻车现场

鹭 岛 国 旅
三八妇女节线路热推
为庆祝2010年三八妇女节

到来，鹭岛国旅优惠特推：

玉龙温泉欢乐谷二日游，460元/人；

云台山二日游，498元/人；

南京梅花节二日游，560元/人；

另有华东、海南、云南、桂林等多条线路。

咨询电话：礼节路
6860055

民权路
6197111

北京路
6230866

平桥部
377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