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建楼房和被盗的
22

号楼

隔壁楼房成小偷的“云梯”

泰和苑多户业主被盗

近日， 家住信阳市区泰和苑
的刘女士向我们反映其居住的小
区一连几天有多户业主家被盗，

物业也无能为力， 弄得小区里的
业主人心惶惶。

记者随刘女士来到她居住的
泰和苑， 发现被盗的几家住户已
经在此等候。看到我们，他们纷纷
诉起苦来：

刘女士说， 她住在
22

号楼
1

单
元
4

楼，家里的两部手机、一部摄像
机、 戒指和一些小东西被偷走了，

小偷进她家时不知道在哪被划破
了，她家的卫生间地板上还有小偷
留下的血迹。

家住
22

号楼
3

单元
4

楼的李先
生说，

10

月
19

日下午，他的父亲专
门从老家固始带了

5000

元现金来
信阳治疗眼疾。没想到，夜里，钱
就被偷走了， 在农村靠务农存下
5000

元钱很不容易， 为此老人气
得一天都没吃饭。 他家同时被盗
的还有一台三星笔记本电脑、一
部手机和他弟弟的

700

元钱。

一位姓刘的业主非要拉着记
者到他家看看被盗情况， 刘先生
住在

21

号楼， 因为紧挨着
22

号楼，

他家也被“洗劫”。在刘先生家，记

者看到，厨房的防盗网
被小偷用工具夹断了，

小偷就是从这里钻进
去行盗的。

21

号楼一单元
3

楼的易先生家也未能
幸免，他告诉记者，报
案后，刑警队来调查，

小区所装的监控录像
拍摄到的画面模糊不
清，几乎全是黑色的，

根本无法起到夜晚保
安监控的作用。 而这
次发生盗窃的地方恰
好又没有安装监控摄
像设备。

泰和苑是我市的
一个高档小区， 住户
说以前从未发生被盗
情况， 那么这次住户
为什么会接连被盗

呢？

住户说主要是紧挨着
22

号楼正
在建一栋楼， 两楼之间没有间距造
成了小偷的方便。据了解，这座楼是
市园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市水利
勘测设计院盖的办公楼，共有六层。

记者看到，这栋楼已经盖到第五层，

距离泰和苑的
22

号楼确实非常近，

两步便可跨到对面。住户们反映，小
偷就是利用这座楼的脚手架爬进来
进行偷盗的，他们对此都十分担忧，

他们认为不光是丢点东西那么简
单，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心
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现在连晚
上睡觉都提心吊胆。

住户接连被盗， 小区人心惶
惶， 管理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又
作何反应呢？ 记者找到负责该小
区物业的市恒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该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对于
发生这种事他们也很无奈，不过他
们已针对此事采取了一些防范措
施：加强了保安巡逻，晚上

11

时到
早上

5

时派两名保安在住户反映的
地点巡逻并增加了日光灯。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泰和
苑小区的这种状况也确实让人闹
心， 希望该小区的物业切实加强
安全措施，让小偷无空可钻，让住
户能够安心生活。

病人医院检查被医生忘记

在设备里“失踪”3小时

11

月
1

日下午
5

时多， 入住南
京下关一家医院的病人老刘因为
身患脑梗塞， 被医生推进了磁共
振室，做核磁共振检查。哪知一个
简单的身体检查， 竟耗时三个多
小时，直到晚上接近九时，磁共振
室医护人员关灯准备下班了，老
刘才察觉不对劲， 挣扎着从机器
里爬了出来。原来，一项正常的检
查只需要

40

分钟左右， 之所以被
关了这么久，竟是医生一时疏忽，

将他忘在了机器里。

当天晚上， 老刘的家属给他
送饭，发现他不在病房里，走廊等
处也不见人影， 连打了

20

多个电
话也没人接听。他们哪里知道，早
在当天下午

5

时，老刘就来到了磁
共振室，躺上了平台，机器缓缓将
他送进了扫描仪内。 按照医院的
说法，老刘需要做个扫描，以及血
管成像，耗时约

40

分钟。当家人正
在焦急寻找老刘时， 他却躺在检
测仪上， 在狭小的空间内经历着
漫长的等待。机器启动后，检查开
始，老刘躺在设备里，听到有节奏
的机器旋转声。之后，旋转的声音
没了，但机器仍在“嗡嗡”响。因为
没有人让他下来， 他以为仍然在
检查中， 加上检查前就知道时间
会有点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所以他一直静静地躺着。 老刘的
手机、手表都留在了外面，在里面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机器还

在发出响声， 老刘仍然以为是检
查状态，还是强忍着。也不知过了
多久，有人来关灯，机器也停止了
声响，室内又黑又静。老刘实在坚
持不住了， 这才自己挣扎着从机
器里爬了出来。室内已经没人了，

老刘推开门出去， 看到医生办公
室内有人在值班，问怎么这么久，

把他一个人“扔”在里面。正准备
下班的医生看到他也是一脸惊
讶，称自己是刚刚换班，对此并不
知情。

莫名其妙地在检测仪器上躺
了三个多小时无人过问， 老刘越
想越气， 随即找到值班负责人问
个究竟。听了老刘的述说后，负责
人立即通知当班医生过来。 当班
医生是一名刚毕业的小伙子，他
连连道歉，称自己太忙了，一时疏
忽， 竟然将老刘忘记在磁共振设
备里了。

“这的确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我们非常抱歉。”该院放射科的张
主任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主任介
绍称， 当天磁共振室共为

35

个患
者做了检查， 这也是该院设备投
入使用后，日接待量最大的一次。

张主任当晚立即从家里赶到医
院，对病人进行了安抚。并在次日
再次来到病房， 对病人及家属表
达了歉意， 并承认这完全是科室
的失误，他作为负责人，愿意承担
全部责任。

经过与院方的沟通， 老刘及
家人对医院的失误表示理解。

民生新闻部记者电话
郝光

13903768608

赵锐
13837617799

张超
13598590127

杨柳
13503760801

谢 谢 你

我是西亚的一位顾客，前
不久购物时把车停在西亚生活
广场店门口的停车场。 但是车
子却被其他顾客撞倒摔坏，正
在我非常生气的时候， 西亚公
司保安殷文革过来帮我把车子
扶起来， 并且找来胶带帮我粘
好摔坏的部件。 看着保安流着

汗水耐心地帮助我， 我非常感
动， 第一次感受到西亚把顾客
当上帝的宗旨不只是说说而
已，而是用实际行动在证明着。

在此衷心地感谢西亚公司
员工殷文革先生。 相信西亚有
这样的好员工，生意会更红火。

感谢人：张丽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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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瑞

“菜奴”支招省钱七大攻略

高房价催生“房奴”， 高养育成本催生
“孩奴”，在如今的高菜价面前，“菜奴”应运
而生。如何能在买菜时省钱，成了不少主妇
聊天时堪比减肥的热门话题，网友们也纷纷
在网络上交流心得，推出各式各样的“菜奴”

买菜攻略。

下班顺便买菜，一月能省百十元
说到买菜，家住同乐路的毛女士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毛女士在陇海路上班，每天下

班后，她就先到就近的永安街菜市场买点菜再
带回去，所以，环保袋是她每天的必备之物。

毛女士说，根据她的经验，西边的菜价
和东边菜市场的价格相差不算多，一般是差
个一两角，可跟她自己家门口商铺里卖的菜
相比，简直便宜多了，“个别菜的价格有时候
能错

8

角到
1

元钱呢”。

也许是因为天气变冷的缘故，

3

日，同乐
路上卖的莲菜已经涨到

8

元一公斤了， 而毛
女士在永安街市场买的是

6

元。“整整贵了
2

元钱，在这儿买
1

公斤，来回的公交车钱都出
来了。”毛女士说。

除了平时从西边带菜回去， 周末时，毛
女士也会到陈寨批发市场看看。“买得多的
话，每公斤差不多比市场上要便宜

2

元多。”

地段不同，菜价有别。毛女士说，一个月
算下来，自己在菜上就能省百十元钱。

“菜奴”省钱七大攻略
在很多论坛上，交流如何买菜省钱的帖

子都很受欢迎， 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诀
窍”，还有不少被整理出来的“买菜攻略”。网
上市民们“晒”出的“买菜省钱攻略”堪称五
花八门。

1.

变赶早为赶晚，避开买菜的早高峰，中
午利用休息时间采购， 价格要比早晨便宜
30%

左右。

2.

多看天气预报，明天下雨，今天就多买
菜，下雨天菜价会上涨。

3.

变分散为定点，盯着一家品种多的菜
摊买，并经常在同一家买，这样菜价便宜，还
能让老板送点葱什么的。

4.

变被动为主动，在花盆里种几棵葱，用
的时候拔一棵。

5.

晚上
8

时后去超市买特价菜， 除了素
菜，还有很多荤菜可以选择。

6.

下班路上买菜往往是最便宜的时候，最
好能找到菜农自家的菜而不是菜贩子的菜。

7.

炒着吃的改成烧汤，红烧的改为炒着
吃。比如将白萝卜做成丸子，当荤菜吃。

建立“买菜时刻表”，避开早高峰，打时间差
“每天上午

10

时左右出门买菜， 到菜场
时，早市买菜的人早就买好了，许多菜摊前
都没有人，菜价一般会降些，讨价还价也比
较容易。最划算的时候是下午

6

时后。因为此
时下班买菜的市民基本已经买完，菜贩的工
作也差不多结束， 临走前一般都把菜‘清’

完，因此这时候的菜最便宜，要是赶上收摊
再买可进一步压低价格。” 一位网友还提醒
说，主妇们应多关注天气预报，尽量在天气
晴朗的时候出去买菜，遇到天气不好，蔬菜
的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此，尽量在天气突
变前提前存储好易保鲜的蔬菜。

“时令的油麦菜、大头菜等，要到菜市场
买。市场里菜周转少，新鲜又便宜，遇到菜农
自种自卖的就更划算了。”一个“攻略”里说，

如果买反季节菜，比如萝卜、菠菜等，最好去
超市买，因为这些菜的价格差不太多，超市
的更新鲜，重量也更让人放心。

菜贩看人叫价，了解行情很必要
“卖菜竟然也有‘潜规则’，以貌取人！这

还真是‘看人下菜’啊！”亲身经历过一件让
自己啼笑皆非的事情之后，一向大大咧咧的
李小姐也不得不开始精打细算起来。

一天中午， 李小姐到家附近的菜场买
菜。“青椒怎么卖？”“

6

元一公斤。” 李小姐买
菜一向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 一番挑拣之
后，称重、付钱、找零。正当李小姐转身准备
离开的时候，一位大妈过来了：“青椒咋卖？”

“

4

元。” 李小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
耳朵。

菜场内每天都上演这样的“潜规则”

一位摊主告诉记者，很多时候他卖菜的
价格都是临时定的， 看人叫价是难免的。譬
如上班族和年轻人来买菜都是行色匆匆，往
往挑品相好的菜买，很少还价，有的甚至连
价格也不问，你说多少钱他就给多少。而对
于那些看起来比较“难缠”的较真儿买家，往
往直接说最低价，“一看就是转了好几圈儿，

打听过行情的主，省得讨价还价麻烦了。”而
对那些回头生意， 摊主更是有优惠照顾，时
不时免费送几根葱之类的。

超市有特价，但不是样样都划算
在超市里一些特价蔬菜的售价往往比

菜场里的便宜，超市比菜市场菜价贵已经成
为历史。

尽管几乎每个大小超市都经常用特价
菜吸引顾客，但整体蔬菜价格不见得比菜场
便宜，去超市买菜之前，还是要关注市场，了
解行情。

晚上超市关门前， 会有不少特价菜，不
少人喜欢在这个时间段“抄底儿”，能省下不
少开支。“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并不是适
合所有菜。” 白领赵小姐是一个讲究生活品
质的人，在她那里，人的健康要比金钱重要，

而蔬菜的新鲜也要比价钱重要。

赵小姐的秘诀是：生菜、菠菜、茼蒿等时
令的绿叶类蔬菜不要等晚上去超市买，它们
不仅白天被人挑来拣去卖相不好，放一天也
不新鲜了，而且晚上买回去的话，必定是第
二天才会吃，放了一夜的鲜嫩叶子，肯定蔫
儿了；土豆、南瓜、莲菜、花菜等对保鲜期要
求不是太高的菜完全可以晚上逛超市“抄底
儿”，卖力些挑挑拣拣的话，能挖出新鲜，淘
出便宜。

必须构建公平公正优胜劣汰的人才机制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了长
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
动面临困难》， 提出一个疑问：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 富会成为
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
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
固化” 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
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再不可漠
视。（

１１

月
３

日《广州日报》）

这的确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现象。专家研究表明，近年来，

“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
二代”、“官二代”、“垄二代”

(

全
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

)

已经形成明显代际传承模式，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命
运的渠道越来越窄， 他们向中
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
度越来越大。

“现在是一个拼爹时代”，

许多年轻人经常这样说。“二
代”们由此产生，又怎能不激起
仇官仇富？一个人的前途命运，

主要靠“爹”，个人奋斗很难改
变自己的出身， 必然给社会发
展带来诸多弊端。

这极容易使人产生悲观情
绪。许多人因此会因“爹”感到
悲观，看不到人生希望，不愿意
再进取。

2009

年，全国高考弃考
人数达

84

万， 这些人弃考原因
可能有多种， 其中不少人认为

读书无用。 据北京大学教授潘
维调查， 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70%

降至如
今的

1%

。 这在很大程度上和
“拼爹”有关。古往今来，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城里人比农村人拥
有更多智慧基因。

不正常的代际传承模式，

破坏了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规
律，诱使社会走向平庸，甚至形
成优汰劣胜。一些优秀的人，因
为缺乏出身优势资源， 难以跻
身社会主流， 而那些既无天赋
又不努力的人，因“爹”却轻而
易举谋取社会要职。由“二代”

庸人主导的社会不可能有前
途，势必遭到世界抛弃。

社会底层的人， 并非都是
缺少智慧的人。他们当中，也不
乏各类社会精英。这些人，如果
不能够被主流社会接纳， 就容
易走向主流社会的反面。古人说
“野无逸贤”，笔者理解，一是说
天下贤能尽归朝廷，二是说“逸
贤” 太多必然对朝廷构成威胁。

所以， 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机
制，不仅事关公平，也事关社会
的和谐稳定。

必须构建公平公正、 优胜
劣汰的人才机制， 这是建设现
代社会的基本要求。 社会如果
要想和谐发展， 就必须让所有
人都有信心、有希望。我们要想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也必须构
建公平公正、 优胜劣汰的人才
机制。 必须为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人们，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必
须改变“拼爹”对个人的影响，

让个人的聪明才智在未来社会
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奔波在报刊发行路上

———记优秀投递员光山县投递班杨耀虎

杨耀虎，一个老投递员的儿子，

自
1994

年入局工作至今终日奔波在
光山县城弦山北路、 光州路两个主

干道上， 为
30

多个单位
6000

多户居
民近

3

万人投递报刊邮件，在
27

公里
的城区邮路上一天两个来回，将

200

多封信件千余份报刊挨家挨户送到
用户手中，妥投率达

100%

，深受居

民的喜爱，

2007

年被评为全省优秀
投递员。

杨耀虎高中毕业后就在这个
过去由两个投递员跑的段道上工
作， 这就意味着他的付出是双倍
的。因此，他从早跑到晚，从青年跑
到中年，热风冷雨，烈日严寒，犹如
刻刀在他黝黑的脸上雕出了道道
皱纹。他发行的报刊流转额年年在
30

万元以上，始终是全县报刊发行
的标兵。

正大街年过花甲的大夫曾广
芝，开了家私人门诊，老人在小杨的
推荐下， 订阅了《中医疑难杂症》、

《益寿文摘》、《老人春秋》，她把这些
报刊作为她医术不断进步的“良
药”，时时补充。老人已能完全掌握，

每月哪几天该是哪种报刊来了，无
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杨耀虎都能
准时把她订的报刊送来。 她说：“医
术是无止境的， 我的祖传秘方加上
从报刊上学来的经验， 求治的患者

慕名而来，络绎不绝。多亏小杨的执
著和敬业， 他是我医术提高的二传
手啊。”

县土地局退休的副局长胡敏芬
说，

2007

年退休后， 在小杨的帮助
下，先后订阅有《家庭健康报》、《党
史天地》、《健康文摘》、《半月谈》、

《现代家庭报》， 报刊已成为其退休
生活的一部分。

2008

年的冬天大雪
封路，一天下午很晚了，小杨敲开了
他的门。小杨身上被大雪淋湿，脸上
还添了一个青紫的包，老胡拉住他：

小杨，这样的天不用送的。他说：一
天不来，怕您老想报纸咧。老胡说，

天黑透了，在这儿吃了晚饭再走吧。

他说：不啦，下面还有十几户等着我
送报呢。

张俊是个书画爱好者， 退休
后，杨耀虎成了他的朋友，每期
《书画报》、 《书法导报》、 《国画
家》、 《美术报》 都是两人友谊的
见证。老人的书画先后在一些报

刊发表，并在国内一些大赛上获
奖。

具卫生局退休干部饶德安是远
近闻名的收藏家， 他主要以收藏邓
颖超、万海峰、尤太忠等光山籍等领
导人的字画和使用过的东西为主。

他订阅了《收藏》、《收藏家》、《半月
谈》。一次他将中央一位领导人的手
迹转赠给小杨， 说是对他多年支持
帮助的奖励。

“《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信
阳日报》 等党报党刊是机关单位领
导、办公室人员天天要看的，以此了
解上级会议精神， 知晓国内外时政
大事。”杨耀虎说，“不管天气好坏我
都要及时地给他们送去。”《信阳晚
报》 等生活服务类报刊深受青年人
青睐，县百货公司的小张订阅《信阳
晚报》十年之久，喜欢上面的小说连
载，烹饪等小常识。

“网络、 电视虽然了解信息直
观，但报刊可以反复阅读，老百姓尤
其是中老年人更喜欢通过报刊了解
国内外大事。 现在是

2011

年报刊征
订期，到邮局订阅报刊的人非常多，

杨耀虎等投递员是送完当天的信件
和报纸，接着走街串巷征订，保证读
者及时订上明年的报刊。”县邮政局
长刘新煜如是说。

杨耀虎在工作中

□

蔡阳艳吴胜

近日，记者接群众反映，称信阳市中心城区新建街大市场存在严
重的消防安全隐患。记者在走访后发现，这里人群密集，店铺林立，街
道狭窄，消防器材匮乏，消防通道被经营户挤占，车辆通行十分困难。

在市场内，还有不少用明火做饭的大排档。一旦发生火灾，后果难以想
象。市民希望有关部门下大力气整改。 本报记者张超摄

□

罗莉

□

张竞籦

□

本报记者赵锐

新建街大市场消防隐患令人担忧

□视觉新闻□视觉新闻

新建街大市场毗邻繁华的车站商业区 �

市场内街道十分狭窄，消防车辆没法通行

�

市场内用明火做饭的大排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