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十五闹新春。昨日，在市中心城区
46

处特色文
化广场、著名文化景点，各种演出竞相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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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支民
间花会队伍进行传统文艺踩街活动。元宵夜，河区在
琵琶台举办了灯会和民间歌舞展演活动。 平桥区除了
在世纪广场举办民间歌舞展演活动外， 还在河岸畔
举办了盛大的焰火晚会。

本报记者郝光摄

出租车司机将戴“紧箍咒”

前段时间， 本报报道过
出租车司机拒载的问题，道
歉加书面检查， 就是拒载乘
客的出租车司机接受的最高
处罚。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消息， 从今年

4

月
1

日起，《出
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规定》将正式施行，到时，如
果出租车司机有不携带从业
资格证，拒载、议价、途中甩
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等行
为，将被罚款。

新规主要设定了考试、

注册、继续教育、从业资格证
件管理四项基本制度。 但最
受关注的一点是针对拒载出
了罚则。出租车司机有拒载、

议价、 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
道行驶行为的， 将处

5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罚款。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 不少市民遇到过
以上类似拒载的情况。

市民陈先生表示， 遇到
拒载会生气， 只能再拦下一
辆，既然坐车，肯定有急事，

司机往往都是停车后问去

哪，然后感觉堵车，再找借口
拒载。那么，在规定施行后，

市民们再遇到类似的拒载，

会不会去拨打监督电话来投
诉呢？陈先生表示，既然有措
施出台，肯定有约束，出租车
司机就不敢了。随后，记者在
市区中山路口打车，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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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钟才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待
说明去处， 司机说那条路多
难走， 商量着能不能走别的
路，记者问是不是绕远了啊，

司机说是有点远。 司机说：

“你要不是记者，我也不拉你
去的。” 记者问：“那你这不是
拒载啊？” 司机说：“那也不是
我一个人拒载，你要找也找别
人的事。” 按照交通执法部门
界定， 拒载主要分为两种情
况： 一种是出租车显示空载，

司机停车后问清乘客去向后，

拒绝载乘；另一种是出租车显
示暂停待客， 但主动招揽乘
客，问明去向后，以所谓“要加
油”、“马上要换班” 等理由挑
活儿。 希望随着今年

4

月新规
的施行，能给这少部分“挑活”

的司机敲响警钟。

【新春走基层】

“你母亲身体好，我就放心了！”

农历正月十四
17

时许，窗外寒气袭人。而
在商城县城易小桥菜市场一栋不起眼的小楼
的一户住宅里，却暖意融融，已经

87

岁高龄的
刘启荣奶奶家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
位从南阳来的客人， 就是一级战斗英雄郝修
常烈士的哥哥郝修合。 郝修合为什么不远千
里带着礼物来看望刘奶奶呢？ 这里还有一段
感人的故事。

原来，刘奶奶的儿子王克华与烈士郝修常
家有着一段不平常的情缘。

1979

年
10

月， 已经

上初中的王克华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一
级战斗英雄郝修常烈士的英雄事迹， 看完这篇
报道，王克华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于是，他暗
下决心，去做烈士父母的儿子，去安慰烈士父母
伤痛的心。第二天，他就给远在南阳唐河县的烈
士父母写去了第一封信。从此，无论是王克华
当兵，还是他退伍还乡，三十多年从未间断。而
特别令郝修常父母感动的是，

1985

年，当时，正
在部队服役的王克华接到“父病重”的电报，经
部队批准后，回家探望父亲。然而，就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他仍又踏上了郑州开往唐河县的长
途汽车。几次转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又

步行十几里乡间土路，王克华才赶到烈士的家
乡———郑沟村张庄队。

1998

年
4

月，已经回到地
方的王克华得知郝修常的父亲病故了，连忙怀
揣着妻子借来的

500

元钱赶往唐河县。 他和郝
家其他儿女一样，披麻戴孝，为郝修常父亲守
灵，行亲儿之礼，圆满安排了老人的后事。烈士
父亲去世后，留下郝修常年迈的母亲。怕老人
孤单，王克华一有空就给她打电话，还时常抽
空去看望她，给老人送去钱和衣物。一到郝家，

王克华就拉着老人的手说个没完，那亲热劲儿
让人眼馋。烈士母亲也逢人就说：“克华不是我
亲儿，但对我比亲儿还亲

!

”三十多年来，郝家人

心里始终清楚地记着一笔账，那是王克华多年
来带给烈士父母的亲情： 信件

100

多封， 现金
22000

多元，粮票
400

斤，毛皮鞋两双、布鞋
5

双、

皮背心两件、棉大衣两件、衬衣
3

件，还有每次
探望父母所带的礼物。至于问候电话，那更是
数也数不清。

当日， 当刘奶奶看到烈士的哥哥来看自
己时，满脸喜悦，一个劲儿地拉着郝修合的手
问这问那。当听说烈士母亲身体很好时，刘奶
奶更是高兴。 她告诉郝修合： “你母亲身体
好，我就放心了。我儿子做的事，是他应该做
的。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要为我操心了。你们
好， 比什么都强！” 当记者采访郝修合时，他
告诉记者，王克华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早已超
越了金钱的价值。 他给老人寄钱送东西并不
难，难得的是他能三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可
以说， 王克华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这样一句
话，那就是：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而王克华就是这样
一个人。

□

李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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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日前《信阳日报》民生新闻
版《打车难载客三轮车漫天要价》

一文， 笔者不得不再一次说说出租
车司机拒载。 这不仅是因为三轮车
的“趁火打劫”，更是因为出租车司
机的“无厘头”拒载，让人们在欢乐
的节日里徒增了一肚子闲气。

“闲气”不是自己找的，而是出
租车司机“撂”给你的。农历正月初
六， 笔者欲打车从报晓新村到楚王
城，被出租车司机四次拒载，其中最
典型的是笔者已经坐在了车上，却
因司机一个“堵车”理由而被狼狈地
“赶”了下来。后来终于遇上一个好
心的出租车司机将笔者带到目的
地，才明白根本不是堵车，只是他们
不愿去而已。在边走边拦车的路上，

笔者看到一辆辆打出“空车”的出租
车从面前飞奔而过， 对于人们的招
手熟视无睹，即使有停下来的，也大
多是在乘客的“弯腰中”扬长而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节假日
“车闲”之时，满大街的出租车只要
一遇到路边有人站着，就会“热情”

地鸣笛相邀， 甚至将车慢慢地驶向
你的身边，伸出头来笑脸相问：坐车
否？前倨后恭的鲜明比照，活脱脱地
画出一个个“白眼狼”似的“光辉形
象”。试问：如此形象，“窗口”如何擦
亮？耳闻目睹中，笔者有一个大胆的
想法：农历正月十五过后，倘若在全
市搞一个民意调查， 统计一下春节
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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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里， 出租车司机到底
拒载了多少人次，恐怕会令人大吃一惊。为什么会出现
此种现象，而且年年如此？如果将责任归结于“主要是
驾驶员素质较低、 服务意识不强导致的挑选乘客现
象”，恐怕是难以服众的。笔者以为，主管部门及出租车
企业未能很好地履行主体责任，未能建立有力的教育、

培训、监管和奖惩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主管部
门的“以罚代管”，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高压，出租车
司机的逐利欲望， 行业内部的职业道德匮乏等叠加在
一起，无疑是导致出租车拒载的幕后推手。

所谓“欲调病体，须治病根”。罚款或可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拒载行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打车难、份儿钱
高等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看到其背后的体
制、机制因素。如果主管部门、经营主体能切实负起责
任，出租车司机能在追逐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道义，再
辅以打破垄断经营，以市场需求安排资源分配，百姓打
车难题或可得到解决。

说了那么多，笔者就是想告诉出租车司机：不拒载、

不绕道、不宰客，开出租车难道就赚不到钱？答案是：否！

“这些做法都是眼前利益，最终砸自己的牌子。只有站在
乘客的角度考虑，才能建立出租车行业优质服务的好口
碑。”月收入上万元
的重庆“金牌的哥”

杜义， 用自己
11

年
的道德和诚信经历，

真切地回答了这一
问题。

老余和他的“小灶豆腐 ”

农历正月十三，记者来到了河区柳林
乡，感受这里以磨豆腐为生的人们有着什么
样的新变化。

刚刚进入柳林乡的柳林老街，各种各样
的豆腐招牌映入眼帘。在柳林老街，仅仅百
余户的人家， 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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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加工豆腐的作坊。

狭窄的街道两边，一堆堆劈好的木柴，一缕
缕升起的炊烟， 以及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见
证了豆腐加工师傅们的勤劳。余广波的豆腐
作坊在老街的中间， 门前没有竖任何牌子。

老余今年快
50

岁了， 做豆腐超过了
30

年。记
者走进老余的豆腐坊时，老余已经在压豆腐
了，压豆腐是做豆腐整个程序里的最后一个

步骤了。 只见老余先将压豆腐的木框摆好，

把宽大的方形豆腐包放在木框之中，开始将
豆腐花一瓢一瓢地舀到木框里，水哗哗地从
下边流出来，豆腐花沉积在木框里。等到木
框里的豆腐花积满了，将豆腐包的四角翻过
来，再将豆腐花包住，上面用木板压好。等到
豆腐不老又不嫩的时候， 揭开木板和豆腐
包，豆腐就做成了。

老余说，做豆腐挺苦的，一是磨黄豆，再
就是早起。光磨黄豆就能占用一半的人力和
时间，现在有了磨豆机，轻松不说，杂质还
少，这个苦可以不用受了，但那早起的“惯
例”却是没法改。

提起做豆腐，老余很有感慨：那可是一
件既繁琐又很辛苦劳累的活儿。先不说程序

繁复：要泡豆子，然后磨成豆浆，再把大锅里
的豆浆煮沸，然后点石膏粉，再盛出来放到
木框中用纱布打包，榨去水分……而且还得
大清早将豆腐拉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卖，但
做豆腐就得受得了这份苦。 老余告诉记者，

做豆腐最关键的技术就是点石膏粉了。所谓
点石膏粉， 说白了就是放石膏粉的比例，比
例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豆腐能否成型。一般
来说掌握了比例就可以单做了。因此点石膏
粉的手艺，许多做豆腐的师傅一般是不轻易
传人的。

老余做的是地锅豆腐，除了磨豆子用机
器，其余的都要用人工来完成。每天，在他的
作坊里，总会有五六个人干活。因为太累，老
余的儿子虽然也在作坊里干活，但老余担心

儿子不愿意接手这个作坊。 老余告诉记者，

从他奶奶那辈家里就开始做豆腐了，后来传
给了父亲， 到自己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三
代人传下来的手艺，如果儿子不接，失传了
很可惜。

老余说，做豆腐虽然挣钱不多，但好
在是传统的手工豆腐， 做好了就不愁卖，

基本上都是被提前预定的。几年前，他盖
起了二层的小楼；为了方便送货，去年，他
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专门骑车给人送豆
腐。老余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希望
在几年内把生意做大，办起自己的豆腐加
工厂。 虽然豆腐制作不断向机械化靠拢，

传统的作坊式制作正淡出人们的生活，但
老余却依然做着他的“小灶豆腐”。在他看
来，“小灶豆腐” 就是比那些蒸汽做出的、

放入了各种添加剂的豆腐来得纯正、自然
和健康。“豆腐，离开了小灶，味道就是不
地道。只可惜现在‘小灶豆腐’正在一家家
地减少。” 老余言语间流露出对“小灶豆
腐” 的眷恋，“只要我的豆腐作坊还开着，

我就只做‘小灶豆腐’。”

我市新春招聘会供求两旺

本报讯（记者赵锐）

2

月
4

日，我市在体彩广场举行了一场为
期两天的大型人才招聘会。

记者看到，在现场众多的求职
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今
年已经

58

岁的沈师傅就显得有些
与众不同。

沈师傅原来在一家私人企业
当水电工，由于效益不好，工资待
遇有点低，就想来碰碰运气找一家
工资能高点的单位，只是担心自己
年龄太大了。记者发现，在这次的
招聘会中，应往届的毕业生占的比
重非常大，每个招聘摊位前都可以
看到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在填写简
历。在一家单位前，有一位英语专
业毕业一年的求职者小李。小李告

诉记者， 她原来在上海做人事工
作， 由于想在自己的家乡发展，这
次也是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在她还在驻足观看用人信息时，一
家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双方交谈了一阵后，小李便前去填
表了。

据记者观察，从人才需求的比
例来看， 占前几位的还是一线工
人、营销人员等，其中大部分用人
单位招收的人数是很多的。城市发
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求职者的
求职历程也许十分艰辛，但是在看
到他们成功后，脸上洋溢的喜悦的
表情，我们也是由衷地高兴，这里
也祝所有的求职者们新年里能顺
利如愿地找到满意的工作。

□

本报记者 周海燕

□

本报记者赵锐

□

本报记者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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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 元宵夜焰火

河灯展

犟驴观看演出 踩高跷

猪八戒背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