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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救助站帮助

一走失孕妇返乡

本报讯（记者马童）

6

月
22

日
下午

6

时许， 河区老城派出所民
警护送一位身份不明的孕妇来到
市救助站。该孕妇神智异常，且无
法确认身份，救助站值班人员无法
为她办理入站登记手续。

市民政局领导知情后要求对
这名孕妇妥善照料，积极帮助寻亲。

6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救助站工
作人员同老城派出所民警一起，将
该孕妇送至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接受体检。体检发现，这名孕妇已
怀孕数月，即将生产，但存在神智
异常状况。

市救助站随即为该孕妇办理
了入院手续，并联系一位护工

24

小
时贴身照顾。在此期间，救助站两
位女同志一直全程照料该孕妇。

把这名孕妇安排住进医院后，

救助站的同志一边为她补办入站
手续，一边在《信阳日报》、全国寻
亲网、 救助站网站为其发布寻亲
公告。

入院期间，该孕妇不配合医护
人员护理照看，经常对护工拳打脚
踢。 更有甚者，

26

日早上
5

点多，救
助站的蒋燕伟又听到她从医院出
走的消息。

“当时很吃惊， 也很担心她。”

蒋燕伟说，“我赶紧联系救助站和局
里其他同志，大家立即分头去找。”

幸好这名孕妇并未走远，在市
内新玛特商场找到她后，大家又把
她送回了医院。

救助站急着送该孕妇回家，在
和医院沟通后，认为可以带上她沿
着她提供的零星信息寻找。救助站
安排了五位同志， 带着这名孕妇，

沿途边走边问。

6

月
27

日下午， 在淮滨县赵集
乡， 一名女子自称是该孕妇的亲
戚，救助人员随即找到了孕妇父母
的家。

看到离家半年杳无音信的女
儿回到了家，一家人都流下了激动
的泪水。

□

本报记者马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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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市长热线回应

7

月
6

日， 记者收到市长热线办公
室邮件， 介绍了一周以来市长热线接
线和问题解决情况，摘要如下：

空调外机滴水不能影响他人
市民陈女士反映， 胜利南路国税

稽查局
3

楼空调外机滴水严重，影响楼
下商户经营，希望督促整改。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通
知市国税局（电话：

6230189

） 核实办

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针对该情况，

市国税局已督促稽查局对
3

楼空调外
机滴水进行处理， 消除了对楼下商户
的影响，并与反映人进行了沟通。经回
访，反映人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的话：这种情况似乎很多见，真
心希望空调的主人都能承担起自己的责
任，别让自家的空调滴水打扰了邻居。

私建雨搭虽好雨水冲了邻家不妥
市民王先生反映，楚王城

E

区有住
户违章乱建， 他多次向市城管执法局

反映，未得到有效处理。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通
知市城管执法局（电话：

12319

）核实办
理。经查，反映情况属实。投诉人与被
投诉人系邻居， 因楼上住户雨搭浸水
影响邻居生活引发投诉， 经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调解，被投诉人已拆除雨搭，

问题得到解决。经回访，反映人对办理
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的话：看似鸡毛蒜皮，邻里彼
此天天见。多一些为对方考虑的心思，

多让别人方便，自己自然也就方便。

“孩子的事儿不能耽误”

———记14个孩子的爱心妈妈朱保华

6

月
27

日一大早， 河区东双河镇的朱
保华便忙得团团转。她先把父亲送到市中心
医院做血液透析，又忙着驱车去看望几个刚
放暑假的孩子，等忙完这些回到她的家具店
里照料生意时，已是上午

10

点多了。

“天天忙得都像打仗一样。” 朱保华说，

“不忙不行啊， 不去看一看这几个孩子我心
里不踏实。”

今年
45

岁的朱保华是远近有名的女强
人， 她一个人在镇子上撑起了两家家具店，

更让乡亲们称赞的是，有十几个孩子都叫她
妈妈。

“因为生意做得好，她的经济条件也好，

她就总收养、资助一些孤儿，这些孩子都叫
她妈妈。” 河区东双河镇文化站站长杨德
健说，“现在，她家里直接抚养两个，外面还
资助

6

个孩子。”

6

月
27

日上午的走访中， 朱保华特意为

15

岁的翟书阳家带了一桶食用油和一袋大
米。“她家里可怜啊！” 朱保华说，“她爸爸前
些年车祸成了植物人，妈妈也走了，只有七
十多岁的爷爷照看她和她爸爸。日子可怎么
过啊？不能想……”

谈起自己资助的孩子，每一个都会让朱
保华抹一把眼泪，按她自己的说法，天不怕
地不怕的她就怕看见可怜人。

眼下最令朱保华放心不下的孩子还有
一个， 就是在镇里上小学四年级的沈泓磊，

这个苦命的孩子父母双亡，只有七十多岁的
奶奶照看他。

朱保华说：“一个月给他家几百块钱事
儿小。他奶奶身体很不好，春节期间心脏病
突发就差点没救过来，真有个意外事情就更
难办了。”

包括翟书阳在内，朱保华都想过万一有
什么意外发生， 就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可
是店里还有一大摊儿生意，她实在是力不从
心。

刚放暑假，朱保华便操心起了几个孩子
的学习成绩，她从学校老师那儿要来孩子们
的成绩单，一个一个地找上门和孩子谈心。

沈泓磊的成绩还行，朱保华又忙着问他
暑假的想法。犹豫了半天，沈泓磊说出了自
己的心愿，他想到学校对面的艺术培训中心
学跳街舞，奶奶说没钱。

“妈妈想法儿让你去。”朱保华说，“你明

天就去那边找王老师，别的事儿就别管了。”

当天走访的另一个孩子唐道臣成绩有
些不尽人意，这个四年级的孩子跟着丧失劳
动能力的父亲和七十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

朱保华抱了他一会儿吓唬他说，再不好好学
习就不许他再叫她妈妈。可以看出孩子很担
心，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会好好学习。

从
2002

年收养第一个弃婴起， 一转眼，

朱保华已收养和资助了
14

个孩子。最大的刘
娟已完成学业，在北京上班了……

“也不是没有难处。”朱保华说，“这几年
生意不大好做， 十几个工人也都没涨过工
资，基本就是一种维持状态。除了接到家里
一起生活的，其他的孩子一个月开支三五百
元钱，一年算下来也不少。”

当天在东双河镇小学走访时，朱保华见
到了曹永利校长，她立即把自己起草的一份
请示拿给他看， 请示是写给镇党委胡书记
的。在请示中，朱保华介绍了自己资助学生
的情况和难处，希望镇里牵头成立一个教育
慈善基金会， 发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更
系统、高效地资助镇里一些孤儿和特困儿童
完成学校教育。

朱保华说：“我经常在朋友圈里说这些
事儿， 也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资助这些孩子，

我总还觉得力不从心。一些困难的人纷纷找
我寻求帮助，我想建立慈善基金会，让爱心
人一起来完成这些社会救助。”

我市公共自行车可手机扫码借用了

本报讯（记者马童）

7

月
1

日起，我市
公共自行车全部实施手机扫码借用，此前
的借车卡仍然正常使用。

“这个也是城市公共自行车业务推出
的一项增值服务。”市城管局公共自行车项
目负责人王山进说，“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方
便就会赢得市民更多的肯定，对公共自行
车业务价值本身也是一种提升。”

对于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人来说，在
手机上办事带来的自我感是无可比拟
的，借用公共自行车也一样。拿出手机，

打开叮嗒出行， 扫一下自行车桩上的二
维码，就可以提走一辆自行车了，叮嗒出
行还会有一小时免费使用的倒计时服
务， 用完车后再把车子还到就近的公共
自行车站点，扫码确定还车，就轻松地完
成了。很方便不是吗？一切都依照使用者
的个人需要展开。

和时下流行的各种手机打车软件一样，

借用公共自行车也需要下载一个服务软件，

它就是叮嗒出行。与打车后使用手机绑定的
信用卡付费不同的是，叮嗒出行的使用需要
提前注册并预付

200

元使用费出行。

“人们不用担心预付款的安全。”市公
共自行车项目工作人员朱辉辉说，“一方面
大家的预存款都由市政府指定的账户托
管， 另一方面不想用了随时可以用手机操
作退回。”

王山进说：“目前承揽我市公共自行车

运营的杭州金通科技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
同类业务，比如武汉、天津、杭州等地，人们
在手机上注册后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互
联互通，可以很方便地借用公共自行车。”

7

月
1

日起，连续几日，市公共自行车运
营人员都在市内组织工作人员宣传解答手
机扫码借用公共自行车业务。 技术人员王

应拯说：“公共自行车以公益为主， 它的短时
（

1

小时内）免费，超时付费正体现这一点。市民
的正常市内交通一般不会超过

1

小时的自行
车车程，而市内遍布的站点可以提供随时的
借还。使用手机借还，还可以避免保管借车
卡的麻烦。使用自行车出行的低碳环保已成
共识，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市民注册借车。”

朱保华在看沈泓磊的考试成绩。 马童摄

工作人员在向市民介绍手机扫码借车。 马童摄

为了女儿，我要活下去……

7

月
6

日， 有市民向记者转发
一条众筹信息， 希望能够得到关
注。 在记者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的时候， 中原曾子文化研究会中
心分会联系记者一同去探视众筹
的主人公———曾宪臣， 并为他送
去在信阳的部分曾氏宗亲捐助的
1

万多元钱。

家住河区游河乡孔畈村曾
湾组的曾宪臣很不幸，

31

岁的他于
去年

5

月
25

日， 从正在施工的五楼
坠下，高位截瘫。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的他全靠年迈的父母照料，而家
中还有

80

多岁的爷爷奶奶。最让他
揪心的是他躺在病床上一年多，出
事时两个月大的女儿现在已经开
口喊爸爸了。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已欠外债近

20

万元， 该借的都借
了，已经没有条件再去做更多的治
疗。曾宪臣整天一个人静静地躺在
黑暗的屋里以泪洗面，时不时女儿
在床边喊一声爸爸成为他活下去
的唯一支撑。

希望好心人都有个好身体，恳
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给予捐助。众
筹还在继续，希望爱心人士关注。

息县首场公车拍卖

圆满成功

本报讯（高欢）

7

月
3

日上午，由信阳
市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主持的息县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专场拍卖会在息县
华逸酒店隆重开拍， 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座
无虚席，

260

余人前来参加本次拍卖会，

42

辆车全部成功竞拍， 成交金额高达
137

万
元，成交率

100%

，溢价率
113%

。

息县县委、 县政府对此次拍卖活动十
分重视，委派县纪委、县发改委、县审计局、

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县编办、县交警大队等部门到场指导。

上午
10

时，拍卖会刚一开始，竞买人竞
标就异常激烈。 起拍价

1

万元的一号标的，

在竞买人的激烈角逐下最后以
2.6

万元拍
下本标的。

竞买人的热情加上拍卖师灵活的增价
幅度促进了车辆的高价位成交！“加价

500

元，有没有加价
500

元的，再加
500

元，此标
的就是你的！” 本次拍卖会有

1000

元增价
的，有

500

元增价的，让竞买人有了更多的
理智选择。

本次拍卖标的中值得一提的是一辆
2010

年的丰田凯美瑞， 当投影仪上的照片
刚刚切换，拍卖师刚刚说出该标的的底价，

竞买人就争相竞拍，在经过多番竞价后，最
终以

8

万元成交。

上午
12

时，随着拍卖师最后一槌落下，

息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专场拍卖
会圆满结束。

7

月
6

日， 中原曾子文化研究会中心分会为曾宪臣家送来曾氏宗亲
的捐款。 马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