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上，你会给妇孺老人让座吗？

———“爱魅力信阳·做文明市民”系列报道之五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 体现这种美德的方式有很多，

在公交车上， 为妇孺老人让座无疑是其中一
种。到底有多少人会为妇孺老人让座？如果是
“你”，“你”会吗？带着疑问，

9

月
8

日下午，记者

在信阳火车站附近乘坐了开往南湾方向的
2

路
公交车，对此进行了调查。

由于信阳火车站是
2

路公交车的起点站，

在记者刚上车时，车上还有不少空位，但经过
数站停车后，车上的座位已坐满了人，一些中
途上车的人大多买了“站票”，随着每站不断地
停车载客，车厢内越发拥挤，不一会就达到了

挨肩并足的程度。据记者观察，在那些买了“站
票”的乘客中，并不乏老人和孩子，那些有座位
的年轻人也都相继为他们让出了自己的座位。

无论上车早晚，整个车厢内没有存在妇孺老人
无座的情况。

车到了终点站，记者找到了一位在数站前让
座的小伙子，在与他交谈中得知他是师院一名大

二的学生，当记者问到他乘坐公交车是否应该给
妇孺老人让座时， 他腼腆地说：“如果在公交车
上，遇到有妇孺老人没有座位站在我旁边，而在
我有座位，不让座我会很不好意思的，年轻人多
站一会没什么，我认为不管在什么场合，为妇孺
老人让座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素质之
一。”随后，记者又换乘了我市其他的一些公交
车，发现如有妇孺老人无座的情况出现，同样也
都会有人亲切地起身让出自己的座位。

尊老爱幼， 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
美德，也是对我们个人素质的一种测试。换位思
考一下，人人都会老，人人都会有需要他人帮助
的时候， 设身处地地多为需要帮助的人考虑一
下，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很小的事情，但却可能
给予他人很大的温暖和帮助。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望我们人人都能伸
出援助之手，将爱心源源不断地传递。

编后语：

为了一角钱谁会去弯腰？ 如果在人
流如云的街道上有一角钱， 谁会去捡起
来？我想会去捡起它的人很少，因为一角
钱在当今社会几乎买不到任何东西！偶
尔有人看了看，也是满脸不屑一顾的表
情，是啊，一角钱在年轻人眼中是那么不
起眼，没有人愿意弯腰捡起来，我们不在乎
这小小的一角钱，那么我问大家一句：“有

谁给慈善机构捐过款，哪怕是这微不足道
的一角钱？”一角钱虽然面值不大，可是
它却代表了我们的一点心意， 而且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能拿出一角钱， 所积累的
钱也会是非常客观的！不要忽略面值很
小的一角钱， 更不要忽视我们的一点点
的善行！我们只要尽了自己的一份爱心，

世界就会多一份爱， 很多的人就会得到
帮助！

□

本报记者赵锐

再创文明城市
曝 光 台

文明卫生城市的创建不仅
仅是政府行为， 而更多的是要靠
广大市民自觉维护我们生活的环
境和秩序。 记者日前在工区路一
个居民区门前看到， 这里居民楼
的墙体上和楼道里涂满了办假
证、卖枪支和迷药的违法小广告，

如此刺眼的“广告墙”竟然无人过
问。 据了解这样的现象在我市的
背街小巷屡见不鲜， 希望有关部

门认真对待，铲除文明城市的“牛
皮癣”。

本报记者郝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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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钱 ”的尴尬

人民币作为我国法定货币，是市民日
常生活必需品。目前，市场流通的主要是
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主
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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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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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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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辅币有
1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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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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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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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辅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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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而
1999

年
10

月
1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的第五套人民币， 共有

1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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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八种面额，其
中
1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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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为硬币，

1

元有纸币、硬币
2

种。

虽然，人民币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
关，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也为之懊
恼。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
会遇到“一角钱”的尴尬。

9

月
6

日，记者在
市中心城区的随机采访时发现， “一角
钱”的尴尬，的确活生生地存在你我生活
的方方面面。

一角纸币，常常受到“冷遇”

昨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包括
１

角在
内的小额钱币，在市场流通中基本受到冷
遇。无论是哪一方都嫌其麻烦，不太愿意
使用。而部分商家明确拒收一角纸币。

为了验证是否真有此事，记者拿着准
备好的一角零钱去乘坐公交。结果，一角
钱还没投进去，就被司机和乘务员一起喊
住了：“一毛的不收”。 记者只好换成一块
的投币， 但是一角纸币为什么不收呢？记
者询问了几位公交车司机，他们都说一角
的纸币不容易掉到钱箱下面，容易卡住钱
箱。如果卡住了，钱箱就不好用了。

真的是因为卡钱箱的缘故吗？ 那么，

投一块的硬币就不卡了吗？原来，是司机
和乘务员怕费事，嫌麻烦。一角钱不好用，

不光是公交车，就连卖菜的小商贩，也几
乎不收一角的零钱。在东关菜市场，一位
菜贩告诉记者， 如今我们都不算零钱了。

如果不到
5

角， 就不找了， 这样一是招生
意，二是也都免了麻烦。菜场门口一小店
老板说，我们也不收一角零钱，现在一角
钱给要饭的他们都不接。 在一蔬菜摊前，

记者一连问了三个卖菜和一个卖猪肉的
商贩，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摊主肯收一角钱

币，甚至有人直接摆手“那一角钱算了”。

在菜场口， 一位买饼的市民张女士
说，自己买饼时，对方找给了她

3

个一角钱
纸币，可当她拿着这些一角钱去买其他东
西，别的摊主都不收。“我没办法，只好把
它退回给卖饼的。”张女士说，虽然是一件
几角钱的小事， 可是王女士觉得很不舒
服，明明是正在流通的货币，为啥大家都
不愿意要了？

假如地上有一角钱，你会捡吗
如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即使一角钱丢在地上，也很少有人去
捡。

对此， 大人和孩子们又是怎么看呢？

记者在某小学采访了几位小学生。“我不
会捡，现在一角钱什么也买不到了，一块
的肯定会捡的。”“我也不会捡， 上次捡了
个一角的还被同学笑话， 说我没出息。”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
叔叔手里边……”这首伴随整整一代人成
长的歌谣，如今仍让人记忆犹新。一分钱
面值虽小，为什么过去的小学生会主动捡
起来交给老师或警察叔叔，而今天的小学
生对一角钱却视而不见了呢？

而记者在采访一些市民时，许多成年
人也对一角钱不屑一顾。“都什么年代了，

要捡就捡‘大团结’。”“想捡，又不好意思！

太小了。如果钱币大一点我肯定捡。”

在菜市场，记者发现，明明地上丢了
一角钱， 但走在旁边的老太太却随口说
了声，算了，算了，现在谁还在乎这一角
钱啊。

“捡不捡， 要看当时的环境和钞票的
干净程度，如果没人或离得近，可以捡。如
果太脏太破了， 就不捡了。”“在地上碰见
一毛钱我还真不会捡，本人比较懒。”

而也有些市民认为
,

“捡起来，可以保
护环境。一角钱也是钱，可以积少成多。”

“一定捡。因为一角钱再小，也是国家的财
富。”“如果我看到了那一角钱， 我会捡起
来。我并不是为了那一角钱，我是为了一
角钱上面的标志！那象征着中国！”

商家拒收一角钱，是违法行为
在我市解放路的一家便利店内，营业

员小王告诉记者，他们店里虽然有很多小
面额硬币， 但找零的时候往往找不出去，

许多顾客不是嫌麻烦不愿意要，就是干脆
索要一块糖果代替。对于是否接收硬币支
付，小王表示数量少的话还可以，多了肯
定不行，因为硬币收多了，便利店也不好
处理。许多市民也表示没有使用和携带小
额硬币的习惯。

记者随后来到我市几家银行了解情
况，他们均表示会收一角钱纸币。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一角钱并没有退出流通市
场， 银行的相关兑换业务也正常开放着。

这位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如果手上有一
角钱的纸币或硬币， 可随时到银行兑换。

据记者了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币管理条例》规定，商家拒收一角钱
的行为是违法的。市民在遇到类似拒收
行为时， 可向物价局或工商局进行投
诉，相关部门会依法对拒收人民币的商
家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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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锐）日前，

市安全监管局召开会议学习传达
省辖市安全监管局长座谈会精
神， 研究部署近阶段安全监管工
作和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要求， 一要认清工作特
点。进入

8

月份，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陡然严峻起来，在全国、全省、

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全面推
进的大环境下， 全市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尤其是道路交通、 工矿商
贸领域事故仍然高发不退， 充分
说明安全生产仍存在着基础工作
薄弱、安全检查不实、责任意识不
强等突出性问题。 各级安全监管
部门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自
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领导的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把工作创新
体现在各项措施落实上， 在提升
工作质量、工作标准、工作效率上
下功夫， 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大检
查等各项重点工作， 坚决守住安
全生产红线。二要明确工作任务。

要继续把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作为首要任务，按照“全覆盖、

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
求， 突出液氨使用行业、 道路交
通、建设工程、人员密集场所等重
点领域， 全力排查隐患、 堵塞漏
洞；要坚决消除安全隐患重排查、

轻整改的思想隐患，对前期市、县
两级挂牌督办的重大安全隐患和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新隐患， 做到
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
落实”，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要依
托新成立的市安全生产宣教中
心， 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工作，制定周密方案，做好长远规划，促进安全生产宣
教工作再上新台阶。三要加强党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事关党员干部形象，事关机关工作作风，要借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东风，进一步严格机关行政管理，做
到不留缝隙。广大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留
幻想，自觉遵守国家、省、市关于廉洁从政的一系列规
定，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违规违纪行为，在机关内部形
成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文明向上的良好风尚。

▲

□

本报记者 孙浩然

9

月
10

日“教师
节”，河区残联为
信阳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师生送来了一
份特殊的节日礼
物，价值数万元的
服装、鞋具、器具等
运动装备，以及书
包、文具等学习用
品。孩子们在收到
礼物后， 竖起大拇
指，用手语表达“谢
谢”。图为捐赠仪式
现场。

本报记者
赵锐摄

□市长热线12345

信号灯故障影响交通快速处理保安全
市民董女士来电反映，

107

国道与十三里桥路口红绿灯
出现故障多日，该路口交通量较大，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希
望有关部门及时维修，确保交通安全有序。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立即通知市公安局（电话：

6520119

）进行办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立即安排专人对该路段进行维修。目前，该路口的信号灯
已经恢复正常。经回访，反映人表示满意。

垃圾成堆影响生活积极组织解决
市民陈女士来电反映，其住在南湾贤山办事处三组，该

处居民都已正常缴纳了垃圾卫生费， 但是生活垃圾却无人
处理，气味难闻，影响居民生活，希望督促办理。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立即通知南湾湖风景区管委会（电
话：

6373637

）进行办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经督促，贤山
办事处已在贤山居民委员会三组配置了两个垃圾桶， 并聘
用了一名垃圾清运员， 确保该组的生活垃圾每日得到及时
清运。经回访，反映人表示满意。

家庭生活困难协调办理低保
平桥区工业园中山村居民徐女士反映，其父母常年有

病，家庭生活困难，请求将其父母纳入低保。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立即通知平桥区督查局（电话：

3772020

）进行办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徐女士父亲患冠
心病，母亲患糖尿病等多种病症，二人无劳动能力，无经济
来源。徐女士姐妹三人，其中两个已远嫁，无法就近照顾，其
父母现由徐女士照顾，但其无固定经济收入，生活拮据，属
特困家庭。经区民政部门核实，符合申报城市低保待遇的条
件。 目前， 平桥区平东办事处正在按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低
保，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经回访，反映人表示满意。

非法采砂破坏耕地加强监管保落实
固始县三河尖镇群众黄先生反映，有安徽船只在该镇史

泉河非法采砂，破坏附近村民耕地，请相关部门调查解决。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立即通知固始县政府（电话：

4667002

）办理。针对反映情况，固始县政府从公安经侦、治
安、淮河管理大队抽调骨干人员组成工作组，全力调查三河
尖镇辖区非法采砂、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并已多次调查走
访史泉河流域群众，明察暗访周边情况。目前，固始县已全
面开展河道采砂治理整顿工作，并建立了长效机制，全县淮
河、史河、灌河、史灌河沿线采砂点已全部关停，待相关规划
调整后，再依法进行开采。下一步，固始县将进一步加大巡
查力度，严防私采滥挖，严肃查处各类水事违法案件。

（本报记者孙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