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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信阳“十件实事”进行时

合理规划工程项目 有序推进工程建设

———走近市传染病医院病房楼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主体工程

日前，我市
2014

年市政府“十件实
事”之一的市传染病医院病房楼、市第
二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主体工程正在
有序推进， 该工程对于进一步提高我
市医疗卫生水平， 提升我市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更好地满足全
市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具有
重要意义。

近日，记者跟随市政府督查组成
员采访了我市传染病医院综合病房
楼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主
体工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记者首先来到信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据副院长范玉峰介绍，市第二
人民医院地处中心城区， 覆盖面广，

居民区密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以及区域人口的增多，就诊患者
逐年大幅增加，门诊量由

2008

年
18

万
人次增至

2013

年
26

万人次，住院量由
2008

年的
6000

人次增至
2013

年
15000

人次，现有的床位和医疗条件已远远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
需求，医院发展面临极大制约。市第
二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建设主体工
程总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 计划总
投资

1.5

亿元，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7000

万元。截至目前，老楼拆迁、土地

平整和项目设计招标已经完成。目
前，正在向市规划局报批项目总体设
计方案，用地规划和工程规划正在审
批之中。

随后， 记者来到位于
312

国道京
珠高速路口东

500

米处的信阳市传染
病医院。在医院内的工程现场，记者
看到河南五建第二建筑安装公司工
程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施
工。记者采访了信阳市传染病医院纪
委书记薛明。他说，该项目作为我市
“十件实事”的重点工程之一，医院领
导班子高度重视，成立了基建工作组
负责该项目工作，并于

2013

年年底完
成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项目

环境评价报告批复、项目人防工程批
复、项目能源评价批复及项目建筑规
划许可证等十余项开工必要手续，同
期公开招标了工程主体施工与监理
单位。基建工作组在项目施工期间指
派专人值班，参与项目重要材料采购
与关键节点施工，每周同监理方召开
例会，通报施工情况、进度计划并协调
质监站、人防办等各方面的工作，考察
了需要预埋的重要设备并申请招标
采购，确保重点工程顺利进行。

据悉， 市传染病医院
2007

年
3

月
正式投入使用， 收治各型肺结核、肺
外结核、 肝病、

HIV

等传染性疾病，是
我市疑难重症结核病治疗科研的牵

头单位，也是我市收治结核病、肝病、

HIV

等传染病患者的指定医院。 现长
期住院患者超过

200

人， 严重超负荷
运转。 现有病房不能满足业务需要，

更没有储备的床位及传染外科处置
能力来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此次计
划建成一栋地下一层为人防工程，一
层至二层为手术室、

ICU

、供应室及辅
助科室，三层至九层为病房楼的总面
积
15998

平方米的综合病房楼， 建成
后可新增床位

310

张， 将提高信阳市
传染病人收治人数并具备艾滋病外
科手术能力。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8000

万元，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3000

万元。

已于
2014

年
1

月至
3

月完成了基础土
方清理与泥浆护坡工程，现正在进行
建筑主体建筑的第

4

层施工，目前，完
成投资

1370

万元， 预计
9

月底完成主
体工程。

此次，督查组深入建筑工地查看
项目进度，督查手续办理情况，与工
程项目方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存在的供
水、 供电等问题进行现场督查督办，

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正在有序推进。

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

市安监局进一步强化职业卫生管理
本报讯（记者赵锐）江苏省昆山市中荣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

·

2

”粉尘爆炸事故发生后，

市安监局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迅速采取有效措
施， 强化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严防发生类似事
故。该局要求，务必切实提高用人单位对做好职
业卫生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深刻总结事故
教训，引以为戒。

该局于日前召开由各县区安监局分管领导
和业务股室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议， 对近期职
业卫生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同时，组织用人单
位尤其是粉尘危害严重的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
立即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职业卫生自查自改，并
对信阳同合车轮有限公司、 河南航天特种车辆
有限公司等机械加工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对检
查中发现的未按时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未对职业病危害项目进行变更申报、 职业病危
害因素警示标识不完备、 职业卫生档案不完善
等问题，逐条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确
保整改到位。

网吧经营者“不作为” 家长很生气

家长希望网吧经营者能够严格核实身份信息

昨日中午， 市民刘先生在市中心城区飨堂
居委会附近某网吧中， 把自己年仅

14

岁的儿子
从座位上“揪”了起来。让刘先生十分气愤的是，

网吧经营者看到未成年人上网竟不理不问，照
常开机，真是岂有此理。

记者了解到， 刘先生在师院东门做小吃
生意，平时很忙。儿子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
他的身份证“偷”了出来，到网吧办了一张会
员卡。 在询问网吧管理员时， 管理员理直气
壮地告诉记者： “他拿的身份证是符合上网
规定的。”刘先生的气愤之处就在于此，未成
年人只要拿着成年人的身份证就能照常上
网， 管理人员根本不去核实上网人与身份证
上的信息是否相符， 这不是纵容未成年人进
网吧吗？

刘先生告诉记者， 儿子进网吧已经不是一
次两次了， 平时自己忙的时候， 顾不上看管孩
子。刘先生认为，自己作为父亲，确实有些失职，

但网吧经营者也得多有些社会公德心， 不能只
顾着自己赚钱。

日前， 罗山县青山镇北街社区的小朋友
聚集在留守儿童活动室， 在蛋糕店专业糕点
师手把手地指导下， 兴致勃勃地做起了饼干
和月饼。

方建兵摄

小小围棋手

棋盘显身手

本报讯（记者邹乐）近日，记者获悉，我
市
11

岁的围棋爱好者李依霏在
8

月初举办的河
南省第

29

届围棋段位赛中成功晋级， 成为目前
我市年纪最小的五段围棋手。

采访中， 李依霏告诉记者：“我当时非常兴
奋，终于升段了，长久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而
且自己是第一个达到此段位的女孩。”

李依霏从
6

岁开始学习围棋，强烈的兴趣爱
好激发了她在围棋方面的天赋。五年来，李依霏
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下围棋， 在激烈的对抗中
积累经验。 经常出去比赛的她已经获得了许多
荣誉。

据河南省围棋培训优秀教练员丁玉洲介
绍，

11

岁的孩子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目
前信阳段位最高的成人也只是五段， 李依霏是
信阳市第三个五段围棋手。

“方寸棋盘黑白子，纵横阴阳五行戏。”学习
围棋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与人对弈既能
开拓思维，又能陶冶情操。近年来，我市越来越
多的人通过学习围棋来培养兴趣爱好， 丰富业
余生活。

杨正海：给流浪人员一个温暖的家

从
1999

年以来， 杨正海先后救助
了
400

余名社会流浪人员。为了把部分
流浪人员送回他们的亲人身边， 杨正
海的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他的事迹也
远播省内外， 受到国内多家新闻媒体
的关注。

我也流浪过，也遇过好心人
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46

岁的
杨正海说，那段经历刻骨铭心。杨正海
出生在信阳市潢川县一个贫穷的农民
家庭，家里共有兄弟

4

人。众多的子女
让这个家庭无法承受，

12

岁那年，杨正
海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浪生活。“家里
太穷了， 没饭吃， 只能在县里流浪乞
讨。”杨正海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

两年的流浪生活， 早早地让杨正
海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也使得后来
每当他看到有着同样经历的流浪人员
时， 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我当年流浪
时，得到过很多好心人的救助，这些好
心人成了我日后学习的榜样。”

1999

年，杨正海
33

岁。已过而立之
年的他，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儿子

4

岁，女儿
2

岁。本可以过着幸福而简单
生活的他，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救助社会上的流浪人员。“这一做就是
15

年，这些被救助的社会流浪人员，最
小的

3

岁，最大的
70

多岁，其中有
80

余
名儿童。把这些人接回家，给他们衣服
穿，让他们至少像个正常人。”杨正海
动情地说。

这里是我和他们共同的家
“

6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 三室一
厅，住着

7

个流浪人员，没怎么装修，也
没什么像样的家具， 很简单， 但很干
净。”说起租赁房子，杨正海一脸愁容。

他告诉记者：“现在这个房东开始不知

道我是做什么的， 后来知道我专门救
助这些流浪人员， 几次都想把我赶走
呢！”

从早上天蒙蒙亮到后半夜凌晨一
两点， 杨正海每天都不敢有一丝的懈
怠和放松。“早上去菜场买菜， 一天三
顿，都是我给他们做好、盛好。他们大
多患有精神疾病，生活很难自理。晚上
我还要挨个给他们洗澡。”杨正海这样
告诉记者。

“现在我这里有七个流浪汉，我不
知道他们的名字， 只能从他们口中得
到少量信息， 有个胖一点的我就叫他
胖子，有个是来自安徽的，我就叫他老
安徽，反正总要给他们一个称呼。虽然
他们和正常人不同，但他们也是人，也

得让他们过上像样的生活。”

记者尝试着与老安徽、胖子聊天，

结果发现他们语无伦次，自言自语，无
法正常地沟通。“他们就像三四岁的孩
子，和他们在一起呆久了，他们就认可
你了，听你的话了。”杨正海说。

离大学那么近，又那么远
与流浪汉们住对面的是杨正海的

妻子和儿女。“没有人愿意住在对面，

我租下来给妻子和儿女住。”杨正海告
诉记者。

记者与杨正海的儿子和女儿交谈
起来。在孩子的回忆中，父亲在他们很
小的时候， 就在做救助流浪人员的事
情。“爸爸来回奔波，既要照顾妈妈、我
和妹妹，又要照顾这些可怜人。”儿子

小龙这样告诉记者。 在妹妹小燕的回
忆中，光搬家就搬了

6

次。

令人欣喜的是， 小龙和小燕今年
同时高中毕业，并双双考上了大学。大
学是考上了， 可是上大学所需要的钱
又在哪里呢？ 杨正海这些年几乎把钱
都花在了救助事业上， 还欠了几万元
债务。“现在因为孩子上大学急着用
钱，我愁得很。我不想我的儿子和女儿
没有学上。”杨正海一脸愁苦地对记者
说。

好人有好报，有困难大家来帮
在得知杨正海子女上大学遇到困

难后， 社会上很多被杨正海救助行为
感动的爱心人士纷纷准备向杨正海伸
出援助之手。

“不管前方有再大的困难， 我都
要迎难而上，我不能也不会放弃我的
事业。救助这些流浪人员，给他们找
回做人的尊严，给他们一个家，这是
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有一所大房子，可以容纳更多的
流浪人员， 可以有更多的人来照顾他
们。”杨正海说。

□

百姓身边

促销也得讲安全守法律

“人家是专业的，快点快点，摆
好姿势！”日前，记者路过市中心城
区大庆路中段时，看见路边一辆缓
慢行驶的电动车上竟坐上六个人。

看到记者的镜头后，这六位甚至谈
笑风生地比起了“胜利”的手势，让
人哭笑不得。

记者注意到，如此“超载”的电
动车共有两辆， 每辆都有六名乘
客，其中一辆电动车不仅车篮上坐
着一名年轻女性，其踏板上还放着
一个板凳， 坐着一名青年男子。而
后面一辆电动车虽然没有车篮，但
是后备箱上居然也坐着一名青年
男子。就在记者对此感到不解的时
候，旁边另外两辆插着广告小旗的
电动车上的扩音器开始播放广告

语，这才让人明白过来———如此超
载，原来是为了做广告。两辆严重
“超载”的电动车缓慢行驶，引得行
人纷纷侧目。记者采访了路过的市
民。有些人认为，这仅仅是种促销方
式，没什么。但一些骑电动车和摩托
车的市民觉得，这样做不仅会给骑
车人带来危险，还会对其他行人构
成威胁，万一他们失去平衡，车辆倾
倒，引起连环撞车不是没可能。

记者从律师处了解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五十条：“非机动车驾驶人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自行车、电动自
行车限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十二周岁以上十六周岁以下
的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不得载
人。”在此本报提醒商家，促销也需
要守法。

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

,

全民
健身受到广泛关
注。

8

月
20

日， 市老
人文化体育协会在
河公园老人活动
中心举办“全民健
身日” 系列展示活
动， 老人们尽享体
育运动带来的乐
趣。 图为夕阳红艺
术团正在表演《明
天会更好》。

本报记者
段黎明摄

□

本报记者赵锐丁桂玲
实习生吕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