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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阳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和

市车用气价格及听证会参加人主要意见采纳情况的公告（三）

信阳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和市车
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在听证会基础上，并报
请市政府批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定价决定
按《拟调整信阳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运

价听证方案》 第一步相关价格及意见执
行。具体价格为：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起步
价由

5

元（含
2

公里）调整为
6

元（含
2

公里），

候时时间实行全程累计计时， 前
5

分钟免
费，

5

分钟后每
3

分钟加收
1

元；车用天然气
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

3.61

元调整到每立
方米

4.4

元，其他标准按原规定执行。

二、对听证会参加人主要意见采纳情况
（一）采纳的听证参加人意见
1.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目前我市出租
车行业存在服务不到位、 卫生条件差、拒
载等问题，加强对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意识
和诚信意识的教育， 加强对出租车的监

管，加强对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质量和技能
的培训非常必要。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
门今后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健全完善
长效监管机制。

2.

做好宣传工作。国内外油价与气价并
不存在联动问题，油价下调不意味着气价一
定下调； 而多数市民认为油价多次下调，气
价也应该下调而不是上调。因此，物价部门
及有关单位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3.

增加公交车， 以缓解我市交通压
力。建议符合中心城区实际，也是政府和
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市已经
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2015

年市中心城区将
增加

100

辆公交车，并且会逐年增加。

4.

此次调价后，短期内各方不应再次
提出因成本变化而调价的诉求。运价调整
后出租车、加气站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基
本可以满足各方的要求。

5.

增加出租车数量。中心城区出租车
数量与城区人口不匹配。

（二）对听证参加人意见不采纳的建议
1.

放开出租车运营市场。出租车营运
市场情况复杂， 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不
能急于求成，只能按照国家政策通过小步
快跑的办法逐步予以解决。

2.

增加免费候时时间。市物价办、市
交通运输管理局通过实地采集数据核定，

同时考虑到出租车主和乘客双方利益，参
考其他市解决高峰时段中心城区车辆拥
挤和出租车司机拒载问题有效办法，免费
时间过长难以有效解决拒载问题。

我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及车用气
价格调整文件，市物价办、市交通运输管
理局将在做好相关工作后适时发布。

信阳市物价管理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1

日

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及车用气销售价格调整问题解答

信阳市物价管理办公室
一、为什么调整出租车运价？

近年来，由于中心城区车辆的更新换
代加快以及人员费用、原材料、维修费用
等不断增加， 致使出租车的运营成本上
升，特别是车用气销售价格与成本严重倒
挂， 也面临着车用气价格调整的现实性。

为促进出租车市场健康发展，我市适时调
整出租车运价是必要的。出租车运价调整
后， 可适当增加出租车经营者的运营收
入，缓解因天然气价格以及其他费用上涨
带来的压力。

二、调整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及车用
气销售价格的依据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
定价格听证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
审办法》，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公布河南省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非居民用存
量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三、调整市车用气销售价格原因是什么？

国家发改委于
2013

年
7

月和
2014

年
9

月
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分别上调每立方
米
0.4

元以后，

2015

年存量气又上调每立方
米
0.04

元， 并轨后河南省门站价为
2.71

元
/

m3

， 同时省发改委对我市的非居民用气价
格上调到

3.65

元
/m3 (

豫发改价管
[2015]511

号
)

。 由于我市多年来未对车用气价格进行
调整，致使加气站严重亏损。据测算，目前
富地加气站每立方米车用气销售价格应为
4.44

元，弘昌燃气公司也出现了严重亏损。

四、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和市车用
气销售价格怎么调整？

根据
2

月
6

日中心城区出租车运价调
整听证会情况，经反复研究并报市政府批
准，我市中心城区按《拟调整信阳市中心
城区出租车运价听证方案》第一步相关价
格及意见执行。

具体价格为：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起步

价由
5

元（含
2

公里）调整为
6

元（含
2

公里），

候时时间实行全程累计计时， 前
5

分钟免
费，

5

分钟后每
3

分钟加收
1

元；车用天然气
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

3.61

元调整到每立
方米

4.4

元，其他标准按原规定执行。

五、为什么实行时距并计计价方式？

原有的候时计费方式暴露出很多问
题，已难以解决出租车的供需矛盾，出租
车司机挑活拒载、乘客出行难。我市中心
城区出租车在上下班车流高峰、 雨雪天
气、等待红灯等特殊情况下，会产生低速
或怠速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出租车不仅
气耗加大， 而且延长了单次载客时间，造
成运营成本增加。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市
即将实行的时距并计的计价方式，可以基
本缓解中心城区出租车的供需矛盾、出租
车司机挑活拒载、乘客出行难和出租车高
事故率的状况。同时这种计费方式在其他
省辖市已经实行。

永远扎根于人民中间

———基层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

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这个问题的提出
已超过一个半世纪。而今，人们仍在追问。

有时他们被称为“特殊材料制成的
人”，但更多时候他们也被凡人琐事包围，

也有寻常的喜怒哀乐。这样一个群体的存
在，对国家、民族和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８７００

多万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我们身
边，是同事、朋友、家人，是茫茫人海中熟
悉又陌生的一张张面孔。然而，走近基层
党员中那些优秀分子，总让人有一种别样
的触动和感悟……

危难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敬爱的爸妈：如果您的儿子在这遭

遇不测，请你们不要伤心……在这次地震
中，你们的儿子没有退缩，总冲在前头，保
护当地老百姓安全，让他们安全转移。”

这是一封遗书，共产党员、公安边防
战士邵明贵写于今年

４

月
２９

日。

尼泊尔
８．１

级强震， 西藏吉隆口岸成
为“孤岛”。直升机起起落落，载走了转移
的人们，只有边防检查站

１１

名共产党员带
领
１０

名战友留下来，继续坚守国门。

留下，就意味着与死神为伴。

余震不断，山体崩塌，边检站风雨飘
摇。每个留下的人都写了遗书，交给撤离
的战友：“假如我们遭遇不测，请转交给我
们的亲人。”

时间紧迫，字迹潦草，却难掩真情。

２７

岁的杞从军写道：“亲爱的老婆，你
和儿子还好吗，儿子长大一点没有？我很
想你们……你一定要好好把他带好，将来
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边检站党委委员、副站长蒲政江给妻
子发了条短信：“我也即将率队前往最危
险的地方。如果不能平安归来，请善待父
母和幸儿。”

战争年代， 每当战斗最艰苦的时候，

共产党员总是带头跳出战壕，冲进枪林弹
雨。和平时期，再逢紧急关头，这些中华民
族的优秀儿女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
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最后一架直升机升空那一刻，留守官
兵整装列队，肃立，致军礼。机上、地面，战
友们热泪长流。

十多个昼夜，飞落的滚石把相对“安
全区域”压缩到只有约

３００

平方米。留守党
员每天照常迎着朝阳向国徽敬礼，在“国
门卫士，戍边卫国”

８

个金色大字下坚守岗
位，直到换防战友赶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地震、洪水、台风、火灾、疫情、泥石
流……历数一次又一次重大灾难，最先冲
进去、最后撤出来的，都有共产党员的身
影。一两个人的表现也许是个案，一个群
体的共同特质却令人深思———为什么他
们有超乎常人的勇气？

这次尼泊尔地震，共产党员、西藏聂
拉木县樟木镇雪布岗居委会主任西绕坚
参失去包括妻子在内的

４

位亲人， 而女儿
脚趾也被截掉。尽管悲痛欲绝，这位有

２７

年党龄的老党员仍然果断组织
２００

多名村
民徒步转移。

撤离前， 他跪在已变成一片废墟的家
门前，给每位逝者磕了个头，心中默念：“我
是党员，有义务照顾大家，请你们原谅。”

情怀、责任、使命，是共产党员的力量
之源。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
有戒，共产党员因此能舍小我、成大我。

今年
２

月
３

日夜，“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在印度洋上遭遇最严重的一次险情———

母船水面支持系统突发故障，“蛟龙”无法
起吊，在漆黑的洋面上随风飘荡。

滞留太久，

３

名下潜员将有生命危险；

如果开舱，凝结着我国顶尖海洋科技的装
备可能灌水报废。

现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
时，

４９

岁的共产党员、绰号“老轨”的轮机
长刘军说：“我来。”

这个体重近两百斤的人，钻进一只运
货的吊笼，被吊起十多米高，把

１５０

公斤重
的液压马达拆下来、换部件、重新安装。海
风中，吊笼剧烈摇摆，狭小空间里他汗流
浃背， 还要忍着烟囱飘来的呛人废气。光
线昏暗，许多操作只能靠手摸……

一夜无眠，“蛟龙” 号终于转危为安。

出舱时，

３

名下潜员泪水夺眶而出，笑容却
绽放在刘军满是油污的脸上。

大家已算不清楚，这是这位老党员第

几次挺身而出，主动担当故障险情化解任
务。 船上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
‘老轨’。”

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精神
特质。

９４

年前，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之际， 在危难中担当起民族复兴的使命。

从那时起，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成
为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

平凡之中，他们默默坚守
紧要时刻力挽狂澜， 令人荡气回肠，

而生活的常态却是平淡、平凡。

更多的基层党员人生中没有什么“高
光时刻”，一辈子都默默无闻。他们也许没
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有着日积月累的水
滴石穿。

一提起城管，人们可能会想起管理者
和商贩之间的“猫鼠游戏”。共产党员、安
徽省淮北市城管支队副支队长王小勇却
被很多商贩称为“雷锋城管”。

六年前，王小勇在巡查时发现一个残
疾人占道摆摊，上前管理时，他抵触情绪
很严重。经多方打听得知，这个名叫宿献
军的人因小儿麻痹症双腿致残，妻子离家
而去。他独自养大了女儿宿慧敏，一家生
计全在这小买卖上。

王小勇心情很沉重，决定把“管理”变
成“帮扶”———

听说宿献军会修鞋， 王小勇送他一台
修鞋机；为了解决他占道摆摊问题，王小勇
跑遍大半个市区， 替他找到一个既不影响
市容、人流量又大的经营地点；一年后，宿
慧敏上初中交不起钱， 王小勇带他们父女
俩去找校长，免掉了孩子的所有费用；又过
三年，女孩考上了卫校，又是王小勇设法帮
她免了学费，还申请到贫困助学金……

这样的热诚， 什么样的坚冰融化不
了？王小勇成了宿献军掏心窝子的朋友。

随王小勇来到宿家，记者见到了这样
的情景： 宿慧敏站在门口大老远挥着手，

亲热地叫“小勇叔叔”。宿献军拄着双拐迎
出来，握着他的手叫“兄弟”。

“他真是个党员的样子，是真为人民
服务。”宿献军这么说，记者采访几个商贩
都这么说。

在淮北， 王小勇是街头巷尾的“民”

星。小区卖西瓜的、摊群点做面条的、高架
桥下开锁修鞋的，这些曾经的“对头”，如
今都变为王小勇乃至整个城管团队的朋
友。有的商贩办喜事请他去；有的孩子从
外地寄来家信，通过王小勇转交……

优秀的基层党员常常是这样： 初看
时，与常人无异；细体会，却与众不同。他
们总是为别人着想更多， 总是吃苦更多，

总是胸襟更宽广，总是对自己要求更高。

刚当城管时， 王小勇也常和商贩口角
冲突， 曾被人挖苦：“就这素质还是党员
呢？”从此，他每次出勤，总把党徽别在胸
前，为的是提醒自己：注意言行，服务群众。

言行的高标，源自内心的理想信念。

湖南岳阳
８９

岁的老党员王忠一生清
贫，却把一毫一厘攒下的

１５

万元全部作为
“特殊党费”上交。交完钱，还要交房子。

他已经安排好了：“如果老伴先我而
去，我打算搬去敬老院，把房子卖了交给
组织，由组织去资助贫困学生。如果我先
走，就等老伴百年以后再卖房子，除了给
老伴办后事，剩下的钱还是交给组织去资
助学生。”

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位有
６６

年党龄的
老党员说：“我始终相信，共产党员和普通
群众是要有区别的， 党员就是要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赢得无数人的
尊敬。

“要使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生活得更
美好。” 这句话抄在贵阳市碧海社区老党
员刘兴顺的日记本扉页上。

今年
７４

岁的刘兴顺有两个绰号， 一是
“闲不住”，一是“移动监督员”。水管爆了、下
水道堵了、垃圾没运、路灯大白天不关……

他碰到什么管什么。每天早上，他都扛着
３０

斤重的报纸走
４

公里路， 义务送到居民家
里，四年走了五千多公里，相当于从贵阳
到北京一个来回。

年纪大了， 老刘的手脚已经不大灵
便。一年冬天，他在取报纸的途中摔倒在
雪地上，后脑勺着地，昏迷了两分钟，醒来
后，又继续朝邮局走去。家里人坚决反对
他再送报，他却说：“岁月不饶人，可我不
能放下一辈子的理想信念。”

奋进路上，他们走在前列
在王新军看来，他现在这个“官”，是

全中国最不好当的官———河南兰考县委
书记。

“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就会拿你跟焦
裕禄比。”王新军说，“不怕老百姓说‘焦书
记好’，就怕老百姓说‘还是焦书记好’。”

半个世纪前，焦裕禄被称为“县委书
记的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
禄精神”成为共产党员学习的“样本”。今
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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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中国人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奋起
前行时，党员干部仍是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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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７

日，王新军在北京招商，热情饱
满地介绍兰考发展优势，忽然收到弟弟的
一条短信：“今天爹一周年，能回来给咱爹
烧张纸吗？”

“千里之外寄托哀思， 这里离不开
我。”他回复。

一年前的这一天，王新军匆匆赶到了
父亲病床前。此时，父亲只能靠仪器维持
生命，只为看他最后一眼。父亲重病半年
多，他总共来了三次。而就在这半年，他跑
遍了兰考一百多个贫困村。

他心里很急。守着“焦裕禄精神”，兰
考发展了四十多年还是贫困县，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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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贫困人口。他不想让兰考“被别人平均着
进入小康”， 他要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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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兰考人昂首挺
胸地摆脱贫困。

跟老乡谈养鸭、 组织驻村工作队、做
计划、写材料……能多做一件实事就多做
一件，能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王
新军的时间就这样被占得干干净净。

父亲等不到他，兰考却等到了。就在
老父去世当年，兰考贫困人口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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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再过两年，兰考就能“把贫困的帽子甩到
黄河里”。

与普通党员比起来， 身为领导干部的
党员肩上的担子更重。 说起来似乎不合人
之常情，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不得不被
工作挤掉个人生活，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

“丫头”，是慈利县零阳镇垭井村老百
姓对卓小红的称呼。几年前，这个打扮时
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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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孩当上村支书时，村民投来
怀疑的目光。

卓小红决心改变这个贫困村的面貌。

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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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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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她一家一家登门拜
访。大山里住户分散，走夜路成了常事。开
始她很害怕， 就把手机音乐开到最大。有
一次，摩托车翻到了深沟里，她脸、手都划
出了血。医生要她住院，警告说“伤口不处
理好会留疤的”。而她简单包扎一下，第二
天又投入了工作。

几年间，在她的努力推动下，村里改
造了水、路、电，建了新学校。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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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自来水管道的铺设，解决了
８０％

的人
畜安全饮水问题。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永远没
错。一个党员干部是不是一心为公，老百
姓心里有数。

两百多双鞋垫，代表了山东省滨州市
都富李村百姓对驻村干部王文成的评价。

这位滨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处长任村
支部副书记两年，临走时，村民想表达感
激之情。给啥他都不要，大婶、大娘们就想
到一个主意———给他缝鞋垫。很多人不知
道他脚大小， 所以鞋垫缝得尺码不同、花
色各异。然而，那细密的一针一线，缝进去
的都是血浓于水的深情。

大娘韩桂荣住的房子年久失修，成了
危房。她有三个儿子，不属于孤寡老人，享
受不到帮扶政策，而她的儿子们又一直不
愿出钱。王文成找到她的长子，自己掏出
１０００

元：“咱们兄弟四人一起给老人修修

房子， 这是我的那份！” 三兄弟感动而羞
愧，很快凑了一万多元钱……

驻村两年，无论访贫问苦、化解矛盾，

还是开沟修路、谋划产业，王文成事事都
带头做起，一点一滴地把“共产党员”四个
字印在了百姓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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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解放战争年代，山东百姓
给子弟兵缝鞋垫的佳话流传至今。今天这
两百多双鞋垫，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
员不变的本色。

星星之火，他们无处不在
厦门有一个“颜值最高优秀党员群

体”，那是一群漂亮的“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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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厦门航空公司一个延误航班
迟迟不能起飞。天气燥热，机舱内旅客的
情绪也不断升温，叫喊、抱怨此起彼伏。

有位男旅客火气最大，乘务长王菲微
笑着递给他一只餐盒：“您先消消气。”他
抓起餐盒， 一回手就扔到了王菲身上，

“啪”的一声，引来全舱的目光。

顿时，机舱安静了。

王菲蹲下身， 捡起餐盒， 依旧微笑：

“要不我给您放在旁边座位上， 等您气消
了再用餐。”

这下，旅客一个都不吵了。

共产党员王菲和她的“飞鹭乘务组”，靠
“真诚、真心、真实、真情”的服务赢得了赞誉。

优秀党员没有特殊标志，唯有与众不
同的精神特质是其标志。

在校园里，他们可能是最有追求的一
群学生；在上市公司，他们可能是业绩最
好的一群职员；在服务行业，他们可能是
最会微笑的员工……

这个群体遍布全国， 仿佛星星之火，

照亮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又一个角落。

在安徽省明光市， 提到共产党员、人
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刘学讲，老百姓可能不
知道是谁，但说到“泥腿子法官”，十里八乡
人人皆知。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出办公楼，

把法庭开到了农家小院里、田间地头上。

有个案子，老母亲状告儿子。如果完
全走法院程序， 也可以给老人打赢官司。

可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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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层法官的刘学讲没这么简
单处理，他想的是，真的对簿公堂，一家人
的母子手足之情该受到多大伤害？

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劝说都不管用，刘
学讲放了“大招”———去这家人院子里审
案，同时召集周围乡亲旁听。长期与农民
打交道的刘学讲知道， 农村人最讲面子，

只有把法理、情理相融，才能从根子上起
作用。

果然，一开庭，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知
理亏的几个儿子当场服软。

“老百姓轻易不打官司，不走投无路
谁会来法院？有的大字不识一个，来了门
都不知道怎么进。”刘学讲说，哪怕说一句
“请坐”，端一杯热水，都会让老百姓心里
热乎乎的，“审一个案子，能教育一大片。”

优秀的共产党员，总是把正能量传递
给别人，而受感染的人们，又把正能量传
递得更广、更远。

四年前， 哈尔滨师范大学
ＢＢＳ

上贴出
了一个特殊的招聘启事：“诚聘家教，要求：

有爱心，愿意帮助弱势群体孩子成长进步；

工资：精神财富；报名地点：雷锋鞋铺。”

发帖的， 是校园里的农民工党员、鞋
匠孟广彬。

一呼百应。从那时至今，一批又一批
的大学生志愿加入这个义务家教队伍，数
百名农民工子女、孤儿院儿童受益。

谈到初衷，孟广彬说：“一些大学生跟
我说想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身边
许多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能辅导
孩子，请家教又负担不起。我就琢磨，把双
方捏合起来，不是两全其美嘛？”

为什么一个鞋匠对大学生有这样的
感召力？因为这个“雷锋鞋匠”不是白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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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他义务为贫困学生、老年人、

残疾人修鞋达十几万双。

不仅如此，大家还看到：他为社区里
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修鞋、 打扫卫生；每
逢节假日，他都去敬老院义务照顾孤寡老
人；有些农民工兄弟收工晚了，孩子没人
照顾， 他就主动让爱人把孩子接过来，跟
自己的孩子一起照看……身边居民有大
事小情，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天长日久，一些大学生从单纯来修鞋
慢慢变为找“孟叔”聊聊天、说说话。已毕
业的哈师大学生刘迪至今记得“孟叔”说
过：“你有笑脸，我有笑脸，大家都有笑脸，

这个社会就更和谐。”

刚开始修鞋时，孟广彬在身边摆了一
本留言册， 想听听大家对自己手艺的评
价。但是后来，留言却渐渐转向了对他人
格的感怀。到现在已有厚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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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摞起
来超过半米，万余人留言。

随手翻开， 一名大学生写道：“也许这
是最后一次在师大修鞋， 因为明天我就要
告别大学的生活，感谢您为我修的鞋，相信
它会陪我走过今后更苦更累的人生路。”

优秀党员既平凡，又与众不同，因为，

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

这种力量坚韧而温暖， 浓烈而清新，

执着而博大， 凝聚着一股昂扬向上之气，

永不停息地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与时代注
入勃勃生机。

（执笔：李柯勇、罗宇凡、王晓磊；记
者：杨三军、许雪毅、杨玉华、强勇、席敏、

谭畅、张旭东、王新明、陈诺、李亚楠、袁汝
婷、张京品、王守宝、庞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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