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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好事办好

东方红大道综合维修改造工程
7

月
10

日动工
本报讯（记者赵锐孙浩然）

日前，记者从市政管理部门获悉，

2014

年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的市
中心城区东方红大道综合维修改
造工程将于

7

月
10

日正式开工，改
造工程将全面提升东方红大道的
通行能力，完善地下管网，方便市
民出行和生活。

7

月
9

日，在东方红大道西关
段记者看到，市供水集团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铺设
管道。在施工现场，记者采访了
信阳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强。他说，作为市政府的
重点工程之一，供水公司的管网
改造是此次东方红大道全面改
造工程的配套工程之一。 从

6

月
份开始，我们就

20

多次到现场进
行勘察，对所有的沟坎进行了详
细勘察。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
东侧用户的用水问题，供水公司
制定出详细方案，决定在东方红
大道从西关至中山路北边的人
行道上先行铺设一根长为

1060

米的“临时”供水管道。等到非机
动车道下新的直径为

800

毫米的
主管道铺设后，我们直接将其与
主管道连接，这样既能减少主管
道上的开口个数，提高主管道的
安全性，还能减少非机动车道上
的窨井个数， 提高道路的安全
性。整个工程全面开工后，我们
将铺设的是

DN800

供水管道，管
材是球墨铸铁管。从西段保险公
司至民权路，在道路北侧，供水
管道和雨水管道同沟铺设，民权
路至文化中心路段，在路南侧铺
设供水管道。此次改造，地下管
线错综复杂， 牵涉用户众多，施
工难度大，工作难点多。为了确

保道路畅通，供水公司和另外两
家施工单位多次对接，进行方案
论证。

7

日上午，供水公司还召开
专题会议，就如何改造，如何保
证不扰民， 如何确保交通畅通，

制定了详细方案，做到以人为本，

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同时作为
参建方， 供水公司保证配合道路
施工单位，按照高标准、严要求、

高质量、快速度，确保在预定的工
期内完成供水管道的施工。

市政管理处业务科长徐智告
诉记者， 此次东方红大道综合维
修改造工程西起八一路， 东至文
化中心导流带，全长

2452

米，车行
道宽

18

米， 人行道宽
2

米到
5

米不
等。 东方红大道全面改造主要是
供水、污水、雨水以及路面整体维
修和沥青铺装。 由于道路建设年
代早， 其中慢车道上世纪

80

年代
整修，快车道

2000

年整修，已超过
设计使用年限，慢车道断裂、破损
严重，不能满足正常交通要求，地
下供水主干管为上世纪

70

年代埋
设的石棉玻璃纤维管，老化严重，

爆管抢修频繁， 已制约中心城区
供水能力的提高， 道路区域内排
水未进行雨污分流。 针对上述问
题，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道路维
修结合供水主干管更换、 雨污分
流改造、 路面沥青整体摊铺等一
并实施，工程概算投资

2500

万元。

市委、 市政府鉴于东方红大道交
通流量比较大， 学校和商业区比
较多，特意安排在暑假期间开工，

根据道路交通需求和周边环境，

拟采取道路半封闭方式全线动
工， 两个月内完成地下管网施工
及道路基础恢复，十一前工程整
体竣工。

中山北路占道经营现象出现反弹

昨日， 记者在市中心城区中山北路
中心医院附近见到， 已被治理的沿街小
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出现反弹， 很多出
售快餐的小摊贩重新出现在街道上。

记者在现场向周边居民、 商户了解
得知，近期，每天中午

1

点左右，这些出售
熟食的小摊贩就聚集在此， 一直要到天
黑才收摊离去。在离去后，每个摊位所摆
放的位置都会多少残留一些垃圾。 除此
之外，在摆摊过程中，这些小摊贩会将人
行道区域基本占满， 使行人无法正常顺
畅通行，甚至一些稍微来晚了的摊主，因
为人行道上没有了位置， 便将摊位摆在

了非机动车道上， 再加上时不时来此处
发广告传单的人，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便无法正常使用。“前一阶段这里不是已
经治理好了吗？ 怎么现在这些小摊贩又
出现在这里了，真头疼！”离该处不远的
一家门店的老板赵先生说。

同时，记者在此处看到，确实，那些
发送广告传单的人根本不管将传单发放
到行人手中后他们怎么处理。随后，记者
将那些被市民随手扔在地上的传单捡起
时发现， 雇这些发传单的人多数为房地
产开发公司，例如：香江帝景、金上海湾、

正商红河谷等。“发传单做广告其实也没
什么， 但希望以后一些需要做广告的公
司在请人发传单时， 也能要求一下他们

的工作人员，这些传单是你们发的，最起
码在发放过程中， 把那些被行人扔在地
上的传单纸张也清理一下。 你们正在宣
传的东西，被随意地扔在大街上，被行人
踩在脚底下，你们不难受吗？那还花钱宣
传什么？”正在该处清扫传单纸张的清洁
工刘大爷风趣地说。

压题照片为中山北路中心医院门前
小摊贩占道经营情况。

本报记者孙浩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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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汗 水 筑 成 高 楼 大 厦

——— 记高温下的建筑工人

7

月
7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信阳
市羊山新区新七大街与新六大街交
叉口的凤凰牡丹园小区施工现场。几
栋正在建设的高楼矗立在蓝天下，塔
式起重机在高处稳稳地作业。虽然才
是上午

9

点， 阳光的直晒还是让人有
灼热感。

进入施工区，记者看到一辆装满
环保砖的卡车。车上有两名工人正在
卸砖，一名工人站在车上递砖，另一
名在下面接，配合得很默契，速度也
很快。下面接砖的那名工人的衣服早
已湿透，站在上面递砖的工人每一次
弯腰，豆大的汗珠从头上甩下。通过
采访记者得知，递砖的那名工人叫罗
会友，来自安徽，今年

40

多岁，长时间
的室外劳动让他的皮肤变得黝黑。他
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记者注
意到， 由于长期和这些砖头打交道，

他手上已长满厚厚的老茧。他向我们
介绍，这一车砖有

1200

多块，他每天
能卸

4

车到
5

车砖，总重
7

万斤左右。记
者也尝试着去搬一块砖头，可大的砖

头一块有
40

多斤，小的一块也有
20

多
斤，记者勉强拿了两块，觉得非常吃
力。在阳光的照射下，地面上热气很
“蒸”人，记者只是站在这里就大汗淋
漓，更别提用力干活了。

记者在工地负责人赵新的指引
下继续往里走，在一架塔式起重机附
近遇到了一个小伙子。赵新向我们介
绍：“这是小柳，是专门负责操作塔吊
的司机。” 小柳全名柳保君，

27

岁，罗
山龙山乡人，从

21

岁起就开始开塔式
起重机。小柳告诉我们，塔式起重机
的操作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司机必须
具有省级安检部门颁发的上岗证。工
地上的塔式起重机的工作高度有

106

米，塔吊只有单人操作室，遇到高温
天气，塔吊操作室的金属外壳被晒得
滚烫， 操作室就像是一个高温蒸笼。

小柳说：“操作塔吊时候要细心，注意
力要高度集中，一旦不小心，东西没
抓稳， 危及的是工地上

100

多人的生
命安全。”“这么高怎么上去呀？”记者
好奇地问。“现在好多了，可以坐工程
电梯到

26

层，然后，我再顺着架设的
钢管架爬上去。最开始的时候我要从
最下面一直爬到

106

米的高空呢！”小

柳说。我们顺手摸了摸钢架，在阳光
的照射下，有些烫手。我们抬头又看
了看

106

米高空中的操作室， 心中不
由感慨万分。

将近中午
12

点，记者一行人与赵
新一起乘坐施工电梯又来到正在建
设中的

26

楼的楼顶。因为顶层没有任
何遮蔽物， 阳光显得更加毒辣了。记
者看到一些工人正在浇筑混凝土房
顶。他们穿着胶靴，手拿塑料管往钢
筋结构里灌混凝土。他们脖子上没有
擦汗的毛巾，任由汗水滴落。他们脸
上被晒得通红脱皮， 汗水浸湿了衣
服。在毫无遮挡的楼顶，钢筋水泥热
得烫手，工人们经受着头顶烈日和脚
踏热浪的双重考验。趁着干活的间隙，

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工人———

59

岁的
赵新国。他告诉记者，因为擦汗毛巾搭
在脖子上干活的时候容易滑落， 反而
不方便，而且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中
途最好不要停止， 否则混凝土可能会
凝固。记者在楼顶只站了一个多小时，

刺眼的阳光就晒得人头昏脑涨， 衣服
被汗水浸透了， 可工人们却每天要在
这里工作

8

个小时。“在楼顶一干就是
几个小时，不热吗？能忍受吗？”记者

问。“都是一样的，咋会不热啊！但我
们已经习惯了。”赵新国说。

因为工人们工作比较繁忙，所以
记者并没有过多打扰他们。在下楼的
途中，赵新告诉记者，因为天气渐渐
炎热， 为了避免出现工人中暑情况，

工地为工人们准备了解暑的绿豆汤
和茶水，还备有像人丹、风油精、藿香
正气水等解暑药品。 如果天气太热，

温度超过
38℃

， 工地将停止作业。为
了尽可能给工人提供相对舒适的工
作环境，施工单位把上午上班时间提

前到六点半，下午上班时间推迟到两
点半，尽量错开高温时段。赵新笑着
说： “老板每天还会给我们买西瓜
吃。”

采访中，工人们淳朴的笑容和朴
素的话语让我们为之感动。他们不畏
烈日，洒下汗水，工作的辛劳全印刻
在他们黝黑的脸上。记者回望那一幢
幢挺立的高楼，不禁感叹：高温下默
默工作的建筑工人， 为建设城市、创
造美好生活， 仍然坚守在烈日下，用
汗水书写着一种平凡的责任。

□

本报记者张诗绮

不再向父母伸手

自己赚钱去旅游

苏畅高三毕业了，暑假很想出去旅游，但是
她告诉自己：靠自己的双手，不再向父母伸手。

于是，经过一番思量，她跟同学来到工区路老卫
校门口，摆摊卖起了石凉粉。“卖了两天石凉粉，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赚钱不容易， 花钱要小心
啊，今天我都没舍得花钱。”

7

月
2

日
21

时，在工区
路老卫校门口， 已经准备收摊的准大学生苏畅
和记者笑谈摆摊卖石凉粉的感受。

当晚，记者来到老卫校门口时，苏畅和她的
小伙伴正准备收摊回家。看到记者，苏畅以为是
买石凉粉的，很不好意思地说：“石凉粉卖完啦，

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
子，小姑娘很爽快：“还有一点，送给你尝尝吧！”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 一旁苏畅的妈妈告诉
记者：“她一直很独立，假期来了，每天下午去十
三小当乒乓球教练，晚上来卖石凉粉。我们家长
希望孩子能够得到锻炼， 又担心女孩子在外面
摆摊会遇到危险， 这不， 我晚上还抽空过来看
看。”

谈到卖石凉粉的初衷，苏畅毫不隐瞒地
告诉记者：“我想赚钱出去旅游，想去青岛看
海。但我不想再向父母伸手，我和我的小伙
伴就摆了个卖石凉粉的摊儿。 这次一定要靠
自己的双手。我原本想做个小生意，结果发现
附近摆摊的太多了，只有石凉粉没有人卖。我
们的石凉粉两块钱一杯， 一个晚上也就赚四
五十块钱， 加上白天做乒乓球助教的报酬，

到八月底估计能攒两三千块钱，够出去旅游
了。”

“我妈不会做石凉粉，我是从网上学的，还
请教会做的人， 揉吧揉吧， 第一次就做成功
了。”说起第一次成功的经历，苏畅的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我们的石凉粉很干净， 都是烧
了开水，用凉水冰着放凉以后做的。每天夜里
正好边看世界杯，边揉石花籽，花两三个小时
做好了放在冰箱里冻上一夜。” 苏畅告诉记
者。

一个泡沫箱， 三四个凳子……苏畅和她的
小伙伴用一辆半旧的电动车推着她们的全部家
当收工回家， 临走时还不忘跟记者告别：“下次
来喝石凉粉啊！”

□百姓身边

“夕阳红”服务队广场献爱心

“三十多年了，我终于又和天安门合影了！”

昨晚，在市中心城区茶之韵广场，年过花甲的周
师傅拿着刚刚打印出来的一张照片，笑着对记者
说。这是记者在“夕阳红”爱心社区照相服务队为
我市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照相的现场看到的一幕。

“我还是
1979

年到的北京， 当时留了一张
黑白照片，这么多年了，一直想去但总是没机
会。今天可算是如愿以偿了。”周师傅对记者
说，“给咱照相的师傅水平高啊， 我人没到天
安门也能合影， 而且照片还是免费送的，真
好！”“老师傅，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在一旁
调整相机和闪光灯的黄明辉笑着对周师傅
说，“您觉得这个场景怎么样，要是还想换其他
的场景，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再做一个。”一边说
着，黄明辉一边招呼广场上围观的群众：“我们
是爱心服务， 免费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照相。

我们收集了很多风景作为背景，把老人的像通
过电脑合成上去。 如果您需要把照片过塑或
者装相框，就需要出一定的工本费了。”说话
间， 邓师傅和他的老伴儿又走到了绿色的背
景布前，拍下了一张合影，这回背景换成了天
坛。

“我们‘夕阳红’爱心社区照相服务队之前
一直在全省的各个城市奔走， 从郑州到平顶
山，从驻马店到信阳，已经走过了很多城市。这
两天刚好回市里办事，所以就选择晚上到广场
上来为老年人来服务。”忙里偷闲，黄明辉对记
者说：“我们免费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们照相，可
以放大到

12

寸，或者
16

寸。最初做这件事情，是
因为有一次在县里采风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跟
我说，她老伴儿一辈子没照过相，唯一的照片
就是遗像。当时我就非常有感触，于是萌生免
费为老人们照相的念头。”

“来来来， 先给我们几个姐妹照个合影，然
后每个人再单照一张。”广场上刚跳完舞的四位
女士听说有免费照相，赶紧站在了背景布前。黄
明辉面露难色地说：“免费给大家照相， 还免费
打印，我们已经赔本了，即使过塑收

10

元钱，一
个相框收十几二十元的，也只是个工本费，希望
大家每个人都只照一张， 把有限的机会留给更
多的人。”

“趁着这几天天好，我打算在中心城区的几
个广场多转转，多为老人们照照相。过两天，再
找机会下县，给山区的老人们照相去。”临近

22

时，广场上跳舞的人逐渐散去，当日的爱心服
务即将结束，黄明辉一边收着器材，一边对记
者说。

拓宽四一路立交桥 新建北站房北广场

信阳火车站将拥有南北“双面站房”

本报讯
(

记者方慧玲见习记者
杨文奎

)

“在低矮破旧的小平房里住
了大半辈子， 终于盼到火车站北区
域改扩建了， 我们这些棚户区居民
就要住上宽敞的新楼房， 以后出门
也方便了

!

”昨日上午，家住羊山新区
二七北街的张建军又和街坊邻居们
谈论起刚刚启动的火车站北站房北
广场工程。他告诉记者，这几天，大
家一见面就爱说此事，都希望快点开
工建设。

火车站北区域是市中心城区现
已为数不多的棚户区，聚居着大量的
铁路职工和羊山新区居民。而火车站
北站房北广场工程，正好在这一区域
建设。工程包括北站房和北广场两大
部分，区域总占地

2453.7

亩。

记者昨日从市支铁办了解到，为
充分发挥铁路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带动作用，满足信阳地区客流快速
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我市

2009

年
就开始和武汉铁路局沟通，努力向省

政府和原铁道部争取，积极运作信阳
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时隔数年，历经
波折，最终于今年

3

月
28

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批复了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了武汉铁路
局为站房改扩建责任单位，负责站房
工程建设、验收和运营管理，建设经
费则由铁地双方共同承担。

根据批复的报告，信阳火车站改
扩建工程包括站场、站房、雨棚、跨线
设施

(

天桥、地道
)

及相关工程，主要内
容为： 在既有站房对侧新建北站房；

车站新增设
1

个站台
1

条股线， 形成
4

台
10

线总规模；拆除既有雨棚，新建
有站台柱雨棚

2.17

万平方米； 拆除原
旅客进站天桥和旅客出站地道，新建
12

米宽旅客进站天桥，新建
10

米宽旅
客出站地道和

5.2

米宽行包地道各
1

座； 旅客站台全部按高站台改建。此
外，我市紧接北站房，将建设火车站
配套基础设施北广场。

“北站房北广场全部建成后，信

阳火车站将在站内股道两侧形成南、

北两个站房和广场，即“双面站房”格
局，这在全国地级市中尚不多见。”市
支铁办主任朱全华说。

信阳火车站为京广和宁西两大
线路的重要交会站， 既有规模

3

台
9

线，站房于
1990

年建成，总建筑面积
6670

平方米， 其中候车室
2500

平方
米，售票厅

560

平方米。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口流动数量、 密度不断增
大，现有站房已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出
行需求。 信阳火车站统计数据显示，

2002

年， 信阳火车站发送旅客
247

万
多人；到

2013

年，该站发送旅客已增
至
408.8

万人，这还不包括分流到信阳
高铁站出行的

140.2

万人。

据信阳火车站站长田玉明介绍，

信阳城市新区和绝大部分县区均位
于既有站房对侧，既有站房已不适应
城市规划和发展要求，而且信阳外出
务工人员多、春运乘车密集，对普速
客车有较强的需求，既有客运设施远

不能满足，尤其是春运期间，信阳火
车站经常人潮涌动、拥挤不堪。同时，

既有旅客天桥和地道狭窄，无行包地
道，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为满足铁路
旅客运输需求，提高旅客出行候车舒
适度和服务质量，保障铁路运输和旅
客安全，改扩建站房势在必行。

朱全华说， 信阳火车站北站房
北广场工程是今年市里的“十件实
事”之一，是市委、市政府统筹城市
发展，促进新老城区融合，加快旧城
改造，改善辖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升城市品位的一项惠民工程，对
完善城市功能、巩固枢纽地位、提升
城市形象、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意义
重大。

朱全华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好
消息， 即我市紧抓正在实施中的宁
西铁路增建二线机遇， 对新老城区
交通瓶颈、 火车站旁的四一路铁路
立交桥进行拓宽改造。在既有“

6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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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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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框架桥基础上，临火车站

方向向东拓宽
9

米， 即将原东侧
6

米
框架桥扩宽至

9

米， 同时新扩一个
6

米框架桥，形成“

6

米
+9

米
+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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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框架桥， 机动车道由双向两车道增
至双向四车道。 随着四一路立交桥
的拓宽和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北广场
工程的建成， 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
将会大大缓解。

朱全华说，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
程启动后，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乔新
江为组长的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北广
场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并迅速开展工
作，目前正着手北站房北广场及羊山
街道区域棚户区项目建设资金申报、

安置小区启动区建设前期工作、征地
搬迁调查摸底、项目立项及规划设计
等事宜。 工程预计今年

10

月份开工，

力争
18

个月完成，其中北站房及配套
设施建设争取

2016

年
3

月底前完成，

北广场建设和四一路立交桥改造争
取
2016

年
5

月底前完成。

昨日下午
6

时多， 记者来到信阳
火车站候车厅，就北站房北广场建设
随机采访了多位乘客。 听说此事后，

大家都为之高兴。带孙子孙女乘车的
光山县晏河乡付店村民詹仲林说，每
年暑假他都要送孙子孙女去北京，让
孩子与父母团聚。“北站房启用后，我
们这些从东边

8

个县来的乘客就可直
接从那里乘车，再也不用担心市内堵
车耽误坐火车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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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诗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