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临时绕道 乘客不知情在站牌下苦等

从我市中心城区宝石桥到
312

立交桥的
9

路公交车改变中途行驶
线路，站牌上却不见告示，毫不知情
的乘客在四一路站苦等

40

多分钟，

不见
9

路公交车的踪影。近日，一位
来信阳办事的刘先生打来电话反映
他等

9

路公交车时的情况，他说：“临
时改变线路， 好歹在站牌上贴个告
示，别让人在站牌下傻等啊。”

7

日上午
10

时许，刘先生下了火
车在四一路站的

9

路公交车站牌下
等车，旁边也有乘客在翘首等待

9

路

公交车的到来。

40

多分钟过去了，就
是不见一辆

9

路公交车驶来。正在大
家焦急纳闷的时候， 一位老同志拍
了下脑门说：“新华大市场那儿河道
整修， 公交车过不来， 肯定改线路
了。”候车的人说：“应该是这样的情
况，不过，这站牌上应该贴个告示，

让大家都知道吧。”

记者来到
9

路公交车的中途站
火车站———四一路， 发现繁忙运营
的公交车辆中果然不见

9

路公交车
的身影。记者途经新华市场门口，发
现一处施工现场外围拉着挡板，公
交车辆的确无法经过。

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今年

9

月份起，

9

路公交车的原营运线路的部分路
段（新华大市场段）施工，影响车辆
通行，

9

路公交车改从良友宾馆———

千盛百货———中心医院经过， 原本
施工方承诺

40

天完工， 公交车恢复
原先的线路营运。两三个月过去了，

施工还未结束， 所以，

9

路公交车至
今未能恢复原先的线路。”至于改线
未贴告示问题， 该负责同志说：“开
始改线时，我们公告过，在

9

路车车
内和站牌上也贴过告示， 可能有部
分乘客没注意到吧。”

孩子，阿姨帮你找妈妈

西亚员工 吕娟
那是一个下午，我正在服务

台帮忙，看见防损员领着一个哭
泣的小男孩走来， 我急忙安慰
道：“不哭啊，小朋友！告诉阿姨
发生什么事了？”

“阿姨，我找不到妈妈了……”

小家伙眨着闪着泪花的大眼睛。

“不哭，不哭，我们帮你找，

好吗？”

可让我们为难的是，孩子太
小，他所记得的电话号码都是错
的。于是，我们寄希望于通过广
播通知找人。“请罗开勤顾客速
到服务台，您的孩子在等您！”时
间在焦急地等待中流过，孩子的
母亲还是没有出现，这可急坏了
我们。“一分钟对于离散的母子
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刻不容缓，

我们立即分工：我带孩子到广场
继续找寻妈妈，同事则继续广播
并原地等候。

来到人潮涌动的广场，自己
都晕了， 这么多人怎么找呢？震
撼的音乐声让我的声音显得苍

白无力。 我试图把孩子抱得高
些， 想让孩子的母亲能够看见。

抱着抱着， 我感觉自己胳膊酸
疼，可想想母子期盼相见的急切
心情， 我就又紧咬牙坚持着。这
时， 孩子激动得挥着小手喊道：

“姐姐。”我循声望去，一个小女
孩正朝我们跑来。姐弟俩高兴地
牵着手，我又赶紧向小姑娘询问
她妈妈的电话，并与孩子的妈妈
联系。不一会儿，一位焦急的母
亲奔到我们面前，当看到自己的
孩子时，她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泪
水，激动得一把抱起孩子。随后
连声感谢我，执意问我的工作单
位，想表达谢意。我笑着说：“姐，

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做
的，我是西亚人！”

再 送 老 兵 一 程

明港邮政支局上门为驻军收寄包裹

眼下， 信阳驻军老兵即将告别
两年的军营生活返回故乡， 行李托
运是他们最后的一项手续。 为了配
合部队做好这批老兵的包裹收寄工
作， 信阳市郊区明港邮政支局在支
局长马健的带领下上门服务， 他们
分成三个小分队，深入部队，连日来
他们从早晨一直忙到傍晚， 为归心
似箭的老兵一一办好了包裹邮寄手
续。马健说：“我参加工作

30

年，每年
都来为他们送上最后一程， 真是舍
不得他们离开。”

某部军务科长张勇告诉我们，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每到老兵退
伍我们最担心安全问题， 我们今年
一是对退伍兵的包裹实行检查验收
后张贴封条的办法，不让违禁物品流
出军营；二是邮局上门按营进行集中
办理包裹托运手续，由所属单位负责
排队检查验收合格一个办理一个；三
是邮局车辆不够的情况下由部队组
织车辆将办好手续的包裹送往邮局，

让退伍兵轻松退伍，走得放心。

在某营包裹收寄小分队， 来自
湖南湘潭的退伍老兵舒能说：“到信
阳当兵是我的福气，信阳山好水好，

出产的茶叶更好， 我老爸也喜欢上
了信阳毛尖茶， 我回去带了两斤茶
叶算是对老人的回报。”同样来自大
别山区的湖北黄冈的小李说：“除了
我的换洗衣服、生活用品外，我给亲
戚朋友带的大都是我在军营里训练
时的生活照片，到信阳鸡公山、南湾
湖等地游玩时的风光照。”

某部政委李小平察看了邮局工
作人员编号、封袋、填单、过秤、计
费，紧张有序地办理包裹的过程，他
说：“我们老兵退伍， 你们邮局上门
服务，给我们提供了便利，我代表部
队感谢你们。”

路面坑洼灰尘肆虐

何时才能干净出行

公路路面坑坑洼洼、沙石裸
露；空气中灰尘弥漫，行人蒙头
掩面由此经过，周围住户大白天
也得门窗紧闭。这是记者近日在

平桥电厂至平桥工业城中山铺
公路周边一带看到的情景。

一位跑中山铺线路的公交
车司机致电本报说：“请来这边
看看吧， 几年了， 路面太糟糕
了，颠簸不平，我们的车轮胎磨
损得厉害不说， 车行到费家岗
村，前面灰大、路也更难走，以
前的终点站中山铺根本到不
了，乘客意见也很大。”

记者乘上一辆公交车，发
现这一带路面的断裂、 坑洼处
很多， 有些路面破损处长达

20

余米，贯穿公路两侧，

2

米到
3

米
长的破损处比比皆是。 车行至
此，无论司机如何小心驾驶，也
避免不了车身的颠簸。

公交车上， 乘客对此议论
纷纷。“晴天一身灰， 雨天两脚
泥，前些日子，有几个人晚上骑
摩托车骑到坑里把腿和胳膊摔
骨折了。”在平桥冶炼厂家属院
居住的丁大妈说，“这大点的坑
到下雨天就变成了水塘。”她的
女儿乔女士在济南工作， 探亲
回家没几天， 提起这条路也是
直摇头， 她告诉记者自己出了

火车站打的， 出租车司机听说
到冶炼厂直接拒载了， 撂给她
一句话，“路恁赖，谁愿去啊。”

现在， 距中山铺一公里远
的费家岗村加油站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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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
交车的终点站。记者发现，这里

除了路面损毁严重外， 周遭的
冬青树、 柳树等绿色植物被白
灰裹得严严实实， 已经看不出
本来颜色。 附近居民无不门窗
紧闭。 由此往东的路面更是笼
罩在大面积的白灰中。“铺天盖
地的灰， 这阵势跟战场上的硝
烟像不像？”居民们苦笑着说。

硝烟般的浓雾中， 据当地
居民称： 除了附近工厂排到空
气中的粉尘外， 还有卡车上掉
下的煤灰和土料等。现场，记者
发现，因为路面不好，大卡车一
过， 车上运输的灰土就大块大
块地往下掉。 来往车辆行人通
过此地，经过浓雾般灰尘的“洗
礼”，无不是灰头土脸地出来。

往中山铺去的一位乘客下
车后苦笑着说：“我家在一公里
外的中山铺， 以前坐公交车直
接能到。 现在公交车也不往那
儿跑了。 中山铺的人出趟门真
不容易啊。眼看到年底了，又要
办年货，路不好，车坐不上，想
想头就大。 盼望相关部门能关
注这里，早一天把路修好，把环
境治理好啊！”

年终检查要“简”查

年终将至，有些地方出现了
“年终检查热”。基层领导忙于应
付各类检查， 可谓应接不暇、疲
于奔命，以至于谈“检”色变。基
层为什么怕检查？ 用他们的话
说，不是怕查，而是畏惧纷至沓
来的无序检查，因为基层耗不起
时间，赔不起精力。更甚者，一些
检查搞形式主义， 令人反感。譬
如有的检查讲排场、 走过场，还
要求层层陪同；有的检查习惯于
浮光掠影，坐着车子转、隔着玻
璃看，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不
深入发现问题、了解实情；还有
的则公开吃拿卡要，检查结束后
带着虚假信息、土特产和“红包”

满载而归。倘若如此，这样的检
查还是不要的好！

为何有此感慨？一是因为年
年检查不“简”查，查去查来老办
法———弄虚作假。二是基层有怨
言，但敢怒不敢言；百姓有怨言，

苦于没有“发言权”。《信阳日报》

民生新闻就刊登了一篇有关年
终检查的群众来信。信中说要对
年终检查进行“打假”———一是
检查前有假。有些检查者总是喜
欢“人马未动，电话先行”，将检
查的内容、标准、要求、时间告诉
被检查单位。 为了应付检查，被
检查单位就兴师动众搞突击，来
个“乔装打扮”， 可检查人员一
走，一切如故；二是检查中有假。

有些检查者工作作风不实，检查
时“你说我听，你领我随，你指我
看”，致使检查质量大打折扣。更
有甚者，检查成了“宴”收，吃喝
玩乐一番，什么问题都装着没看
见；三是检查后有假。有的搞平
均照顾，大家轮流当先进，谁也
没意见；还有的甚至以被查单位
的招待档次、礼品的厚薄来定夺
名次……来信出自基层，可谓言
语中肯；细想个中滋味，确是发
人深思。

一年一度，对年初安排的工
作进行必要的检查，有利于发现

问题，总结经验，研究和制订新
一年的工作计划，这样的检查本
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上级部门各
管一行，政出多门，一到年终，各
种检查组重复下、层层下、多头
下，检查的、考核的、调研的轮番
轰炸。“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针
穿”，基层疲于应付。有的部门平
时不管不问，一到年终，各项指
标都要达标，样样都要“一票否
决”，基层只好临时“抱佛脚”，大
做表面文章，报假数、汇假报，先
过了这关再说。有的检查组下基
层， 不但有关部门干部要陪，基
层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还要层
层陪、全程陪。千方百计让检查
组吃好、喝好、玩好，唯恐照顾不
周而影响检查考评成绩。有的检
查组不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问
题、了解实情，满足于听听汇报，

打打官腔， 甚至伸手要钱要物。

检查组“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
家手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检
查成了走过场， 成了腐败的温
床。 年终是基层最忙的时候，有
很多事关全局的大事需要基层
集中时间去办，有很多事关群众
生产生活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基
层干部集中精力去解决，如此成
天泡在迎检上，导致该办的事办
不成，不该办的事办不完。结果
是干部受苦，群众抱怨。无序的
检查热，实质上折射出了一些地
方的党风政风现状亟待改变。

因此， 有必要给年终检查
“消肿”———当简则简；简不了的
也要简办； 关键是平时要多督
办，加强过程管理，不要搞年终
“算总账”。说到底，不能给基层
添乱， 要想方设法减轻基层负
担，真正把心思用在提高自身工
作效率、为基层提供更好的服务
上来。

坚守爱和孝的阵地

———光山县砖桥镇陈寨村村民鄢本花孝老爱亲二三事

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在三十多年
里无微不至地照顾

4

个瘫痪和
2

个重病的亲
人，她用默默无闻和持之以恒把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孝”和“爱”阐释得淋漓尽致。

她叫鄢本花，如今已年逾花甲，家住光
山县砖桥镇陈寨村西湾。她人如其名，平凡
朴素得如山野的一朵小花， 然而在陈寨村，

在砖桥镇，她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她的事
迹妇孺皆知。

鄢本花
1946

年出生在贫困的家庭，

1965

年结婚，随着
4

个儿女的诞生，这个四世同堂
的大家庭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979

年，她母亲不幸摔断了腿落下了残

疾。 鄢本花每天干完农活放下镰刀锄头，顾
不上吃饭， 要跑二三里路回娘家去照顾母
亲，等为母亲洗完澡、洗完衣拖着疲惫的身
躯匆匆返回家中时，已是满天繁星。就这样
每天来来回回、风雨无阻，鄢本花整整坚持
了
6

年，跑了
2000

多个来回，一个个坚实的脚
印见证着一个女儿对母亲的至孝。

1980

年，

80

岁的婆爷因病瘫痪。 鄢本花
的爱人是村干部，村里的事忙不过来，更谈
不上照顾家里了。 病中的老人大小便失禁，

生活不能自理。 她要一次次地换洗尿布，给
老人喂饭、喂药、换衣服，还要照顾自己的母
亲。老人、孩子、农活，家务全都压在她一个
身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但再苦、再忙、再累，

也没见她嫌弃过老人， 家里有时改善生活，

做点好吃的。她每次都要先给老人，再给小
孩吃。用她的话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哪儿
顾得上自己。”自己随便吃点饭又去忙农活。

不管是三九严寒，还是三伏酷暑，她始终如
一地照顾两位老人，直到

1984

年两位老人去
世。

世事难料， 刚料理完两位老人的事，

1985

年，

80

岁的婆奶又病倒卧床不起， 同样
像照顾母亲与婆爷一样，她不嫌累、不嫌脏，

一次次感动得婆奶热泪盈眶。

1993

年，公爹患食道癌，因年纪大不能
做手术，只能靠吃流食、打点滴维持生命。为
让公爹过好人生最后的时光，公爹想吃什么
就尽量满足。公爹大便解不出来，她就用手
抠，她对老人的孝心感动了所有来看老人的

亲朋。

1994

年，婆婆患脑血栓瘫痪，也是大
小便失禁，她同样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鄢
本花硬是用善心、 孝心打破了千百年来扎
根于人们心中的“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传统
观念。

因这么多年照顾几位老人过度劳累，她
强壮的身体累垮了，变得憔悴了，体重不足
80

斤。

2000

年， 出生不久的孙女被确诊为患
先天性脑瘫，因儿子、儿媳在外务工，照顾孙
女的重担又落在她和老伴身上，孙女不会走
路、不会说话、不能吃硬东西，她就一口口地
喂饭，用轮椅推着孙女四处玩耍，为让孙女
体质变好点，她每天想法为孙女做可口的饭
菜，如今孙女已

10

岁了，只会喊奶奶、爷爷。

今年因操劳过度，她累倒了，住了一个月的
医院。孙女一天天长高、变重，她还天天背
着，压得她背也驼了，亲戚们都让她把孙女
送到福利院，她坚决不同意，说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照顾好孙女。

大孝有大爱，大善有大德。淳朴善良的
鄢本花讲不出大道理，但她坚守为老人端屎
端尿的孝心、对儿孙殷殷关怀的爱心的传统
美德，让人无不闻之动容，潸然泪下。

我省未成年人有了新的保护《条例》

“不满
12

岁不得坐在副驾驶位置”、 “不得将
未成年人单独留在车内”、“不得将未满

7

周岁的孩

子长时间单独留在家中” ……这些都是
201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中的亮点。《条例》根据河南省情，将一些行
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上升到地方性法规之中。此

次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修订， 更注重了对未成年
人保护的人性化。 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细节作了更
详尽的规定。修订后的《条例》对保护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
品德、心理、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四
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在我市中心城区第三小学校门口，记
者采访了一些家长和低年级的学生。王女士说，

新《条例》的实施无论对未成年人还是对家长来
说都是一件好事。我的孩子今年

6

岁了，虽然我
从没有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过， 但坐车时让她
单独坐在过副驾驶位置上， 以后就不会发生这
种情况了。上二年级的杨皓告诉记者，爸爸妈妈
从没有单独把自己留在家中， 但乘车时他喜欢
坐副驾驶位置上。 刘女士则说这两条规定都不
错，但关键是咋监管。不让孩子坐副驾驶座，还
好说，可把孩子单独放在家中，如果不出事，谁
会知道。

11

时
30

分许，正是放学时分。很多低年级孩子
高兴地跑到家长停车位置， 拉开车门就坐到副驾
驶痤位置上。 有的家长甚至主动将副驾驶位置一
侧车门打开，让孩子上车。中午

12

时许，高年级的
孩子也放学了， 孩子选择坐车位置和低年级的
差不多，超过六成的学生选择副驾驶座位置。记

者看到少部分家长会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但
是不管是坐副驾驶座位置或者后排座， 记者发
现让孩子佩戴安全带的比例非常少。 对于孩子
坐副驾驶座位置不安全的情况，记者采访

3

个接
孩子的家长，他们都觉得不安全，但是平时没有
特别注意。 记者还在一家幼儿园门前采访了几
位家长，看到听到了类似的情况。

记者在相关部门了解到， 副驾驶座是汽车上
最危险的位置。有专家曾通过试验得出结论：坐副
驾驶座位置的孩子， 受到致命伤害的可能性比坐
后排高

60%

左右。对此，《条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 以及其他成年公民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
乘车安全，不得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机动车内，不
得安排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机动车副驾驶座
位置乘坐。

校园安全问题也是这几年大家关注的热点问
题，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从
3

月
23

日福建南平校园惨案， 到
4

月
30

日山
东潍坊校园惨案，在不到

40

天的时间里，全国发生
的
5

起校园惨案揪紧了家长的心，在市内各中小学
校门口，每天接送孩子的家长都排起了长队。

“不放心啊，我是天天来接送，一点儿都不敢
松懈。”学校门口等孩子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来接
孩子的还有许多老人，说起校园安全，大家非常担

心，虽然知道学校已经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但
仍不放心，必须上学时“送到校门口看着进去”、放
学时“站到校门口看着出来”才能安心一些。一位
李姓家长对记者说，如果真能做到像《条例》中规
定的那样，做家长的就省心多了，至少孩子在学校
是受到保护的，是安全的。

保护校园安全，既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又要加强学校安全管理，防患于未然。为此，在《条
例》中加入了校园安全的内容，特别规定了学校、

公安机关的职责。

《条例》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安保人员，加强
校园保卫、校内巡逻和安全检查。寄宿制学校应当
建立夜间值班和巡逻制度。”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中小学校校园周边的治
安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 有条件的地方要在中小
学校校园或其周边设立警务室或者治安岗亭，帮
助和支持中小学校建立安全监控报警系统， 建立
健全安全保卫组织， 并配备相应专业安全保卫人
员和必要的防护装备。”

据了解， 新修订的《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虽然已经正式实施，但是大部分学校对新《条
例》的宣传并没有全面开展，采访中，还有许多家
长和孩子并不知道新《条例》的一些相关内容。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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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期间，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家长排起了长队。 本报记者赵锐摄

□

李春富

□

本报记者杨柳

□

本报记者杨柳

□

本报记者赵锐

图为损毁的道路。 本报记者杨柳摄

□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

天福路伟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