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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在大雨中指挥交通。

雨中行车注意安全

本报讯（记者孟磊）近
日，我市突降暴雨，部分道路
路段积水严重。但是仍然有个
别车主仗着自己的汽车底盘
高，在积水路段行车中不注意
驾驶技巧，导致车辆在水中熄
火，给自己的爱车带来损失。

7

月
20

日上午，市民余先
生从平桥区到市内办事，在经
过沿河路时，发现有一段路面
积水比较严重。感觉自己开的
是
SUV

汽车， 底盘相对较高，

余先生油门一踩便往积水路
面冲过去。 没想到因为水太
深， 余先生感觉油门无力，松
了一下油门后又开始加油，没
想到车顿时被倒灌进排气管
的水憋熄火了。无奈之下，余
先生最后只好通过道路救援
才把汽车拖到安全地带。由于
当天上午一直下暴雨，余先生
的车辆内也进水严重，只能拖
去维修。

现在，汽车已成为必不可
少的交通工具， 但绝大部分属
于城市家庭用车。 这种车涉水
能力较差， 所以在暴雨天积水
严重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如果必须涉水， 就要先查看积
水深度，是否有淤泥和障碍物。

同时，观察前车通过的路线、

速度以及水深度，判断自己的
车是否可以通过。

信阳公益汽车联盟协会
的饶师傅对记者说：“雨中行
车一定要注意，一般有浪花和
漩涡的地方很可能有较大的
石块或其他障碍物；水面较平
静的地方一般水较深；水面开
阔且有较均匀的碎浪花处，一
般水较浅且水底多为碎石，是

驾车通过的理想路线。如果路
面上有积水而又不知道能否
过去的时候，可以通过以下两
点进行判定：一是积水是否浸
到车厢内的地板或排气管；二
是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
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那么千
万就不能往前开。

对于必须经过的涉水路
段，大众汽车维修中心张经理
告诉记者：“手动或手自一体
车型入水前应将挡位挂入一
挡；自动变速器需挂入“

l

”挡；

没有“

l

”需挂入“

2

”挡位。这样
做的目的是通过使用车辆的
最低挡，得到最慢的车速和最
大的扭力。慢速行驶当然是为
了防止水进入进气管，如果遇
到障碍，低挡输出的最大扭力
能使车辆越过障碍。同时， 入
水时需要将车速尽可能减到
最慢，因为当车头向下倾斜时
水更容易进到进气管中，进气
管少许进水会导致水附着在
空气滤芯上，有时还会引起膨
胀使进气阻力变大导致发动
机熄火。入水后也要保持低速
防止车前形成水波漫过进气
管。缓踩油门是为了当遇到水
下为泥沙时，避免车轮打滑失
去抓地力甚至陷车。”

张经理最后提醒说：“如果
车辆一旦在积水路面熄火，车
主千万记住不能再次打火，因
为多数驾驶员对涉水驾驶基
本没有经验，盲目地打火很可
能对车辆产生损失，建议在遇
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直接拨
打电话进行求助。这种解决办
法虽然看似很低级，但是却能
最大程度地保护你的爱车。”

暴雨侵袭申城 记者雨中探行

从
19

日夜晚约
10

时开始， 我市遭遇强降雨侵袭。

7

月
20

日
8

时
5

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区、平
桥区、罗山县和息县部分乡镇、观测站降雨量已超过

100

毫米，新县、光山、潢川和淮滨降雨量将达到
100

毫米，未
来
3

小时降水将持续，且伴有雷电和大风，发生中小河流
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的气象风险很大，请注意
防范。

20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从报社出发，冒着暴雨经沿河
路到平桥区、羊山新区沿路采访，至

13

时回到报社。记
者目击，城区内多处虽然有内涝现象，个别路段积水严
重，但是据市民反映，和往年相比，今年已经有明显好
转。从河区到平桥区的中环路铁路桥涵洞、文化中心
附近的楚王城涵洞、 平西大转盘的平桥涵洞往年积水
严重，今年均无积水。但是，在平桥区的龙江路涵洞，记
者看到积水较深，给附近的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了诸多
不便。

上午
10

时，记者顺着沿河南路一路东行，雨势越来越
大。在二号橡胶坝，记者看到，平时落差一米高的橡胶坝
两边水面已经持平。 沿路地势较低的民房前已经有十厘
米左右深的积水。在琴桥北侧，记者看到，琵琶台前的最
低洼处已经被积水覆盖， 在此做生意的摊主正在往高处
抬东西。

在琴桥北侧转盘的右出口处， 记者看到一位交通警
察正在冒雨指挥车辆绕行。经记者询问得知，沿河路琵琶
台北侧的这一段道路积水严重， 他们在此设立了道路隔
离标志，提醒指引市民绕行。记者顺路而下，看到两名交
警正冒雨站在积水路段指挥从此经过的车辆绕行。

在平西涵洞， 记者看到往年容易积水的涵洞虽然地
势非常低洼，但是经过治理现在排水通畅，路面上汽车通
行有序。

雨越下越大，但是在通往平桥区委的一个丁字路口，

记者看到一位交警不顾身上的衣服全部淋湿透依然在暴
雨中指挥交通，记者不禁为他伸出赞许的手指。

随后，记者顺着平桥中心大道继续北行，在羊山新区
个别尚未通行的路段，看到有积水现象。

从恒大名都至市行政审批中心的道路上， 车辆一路
畅行，没发现有积水现象。在回报社必经的火车站旁的立
交桥涵洞内，虽然雨一直在下，但是在涵洞内记者却未发
现有积水现象。

农村户口“含金量”上涨 有地方现“逆城镇化”

———部分中小城市农民进城落户调查

当前，江苏、安徽两省以及全国
１３５

个城市（镇）正在开展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工作。

笔者近日赴安徽、四川、湖北等
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已
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 但在
“零门槛” 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
高， 有县城

２０１５

年农转非仅
２００

多
人。随着农村户口“含金量”逐渐提
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在城市
买房、工作、生活，但选择把户口留
在农村。

试点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
遍低于预期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未来
五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提
高

５．１

个百分点。据了解，目前，不
少参与试点的中小城市，落户条件
已经降低到只要求有合法稳定的
住所（包括租赁），农民进城落户几
乎是“零门槛”。但是，笔者近日在
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参与试点的中
小城市户籍城镇化率远远低于预
期目标。

在省级试点安徽省，

１６

个地级
市的进城落户门槛目前基本全部放
开。户籍人口

１０００

多万人的阜阳市，

放开户口一年来， 市区落户人口
６０８８

人；户籍人口
６００

多万人的宿州
市，放开户口半年来，市区落户人口
２９２７

人；户籍人口
３８０

余万人的芜湖
市， 今年一季度全市办理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城镇的人数仅为

１０６７

人，

且其中有
１０００

人为招生落户。 在农
业人口达

１５０

多万人的霍邱县，

２０１５

年全县农业户口迁入城关镇落户的
仅
２７３

人。

安徽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试点推行一年多的实践看，目
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较为缓
慢。要达到

２０２０

年
３５％

的目标，全省
每年需转户

１００

万人左右，但目前进
度低于预期。

当前， 农民进城落户意愿低在
各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湖北一地级
市去年放开城区落户政策， 同期共
有
１０

万农民工回流的背景下， 农民
工城区落户人数只有

５７００

多人。四
川省阆中市是全国新型城镇化第一
批试点，

２０１５

年农转非人口
３１８５

人。

阆中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办公室
副主任董小伟说， 试点原计划每年
有
２

万人进城落户，现在远远低于预
期。

户口红利“三十年河东转河
西”，有人想迁回农村

记者调查发现， 在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提升缓慢的背后， 存在一定
的“逆城镇化”现象：

———大多数考上大学的农村学
生不再迁户口了。从

２００３

年以后，大
中专院校学生入学后是否转移户
口，可根据本人意愿决定。目前，不
少地方的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后，不
再把户口迁往就学所在地城市。

据了解，

２０１５

年阆中市高考，仅
本科上线人数已达

１７６３

人。 与之相
比， 阆中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５

年农村大学生考上大学
后，把户口迁往就学地城市的只有
２１

人， 这其中多数是迁往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阆中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副大队长李玮介绍，目前，除非
考上重点大学有望落户大城市的，

多数农村大学生都不会把户口从
农村迁出。

———在城市购房、工作、生活，

具备落户条件却不迁户口。目前，一
部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口人
员，已经完全具备落户城市的条件，

但是选择把户口留在农村。

湖北宜城市郑集镇蒋湾村村民
童红丹和丈夫， 去年从浙江回到县
城的水晶厂打工。 尽管宜城市已全
面放开城区落户门槛， 但在外务工
１０

多年的童红丹和老公的户口一直
留在农村老家，不愿迁进城。童红丹
说，她和丈夫在宜城买了房，孩子能
上城区公办学校，户口进不进城，对
生活都没有改变，“但保留农民身
份，万一今后没有工作，还能回村里
种地养活自己”。

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 霍邱县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出台政策，

规定凡在县城规划区内首次购买商
品房，给予每平方米

２００

元的购房补
贴， 农村户口居民可自愿选择办理
户籍迁移。 记者在霍邱县政务服务
大厅看到， 前来申请购房补贴的人
数量众多， 但多位农村户籍群众表
示，他们虽然在县城买了房子，并不
会把户口迁到城里。

———不少城市户口的人想把户
口迁回农村。李玮介绍，虽然政策禁
止城市户口迁往农村， 但是现在几
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询问怎样把城
市户口转成农村户口。

霍邱县城关镇城南村党支部书
记王绪忠介绍， 对比农村户口和城

镇户口， 可以说“三十年河东转河
西”。以前城镇户口好，上学、当兵退
伍安置都有优势， 老百姓想方设法
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现在，一
些过去转成小城镇户口的、 考上大
学迁出户口的经常来找我， 想把户
口迁到我们村，但政策不允许。

霍邱县居民卞自胜说：“我原来
是农村户口，

１９９２

年父母花了
４０００

块钱， 给我买了一个城镇户口，目
的是为了让我能进城上学，那时候
农村户口上不了县城的学校。现在
我后悔了， 既没有承包地也没有宅
基地。”

农村户口“含金量”上涨，吸引
农民自愿落户城市需盘活土地

湖北宜城市的一项抽样调查显
示，当地

７０％

农民有迁到城市居住的
意愿，但不愿意迁入户口。记者调查
发现， 农民进城但不愿放弃农村户
口的背后，是农村户口“含金量”明
显上涨。

董小伟最近对当地农业户口和
非农业户口作了详细对比， 发现在
与户口相关联的

１２

项权益中，就业、

养老保险、 教育、 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公共文化服务等

５

项城乡基本无
政策差别；土地权益、粮食直补、退
耕还林、农村五保、扶贫等

５

项是农
村户口独有； 只有低保城市补助标
准比农村每月高

４０

元，公租房、廉租
房为城市户口独有的。

董小伟说：“近年来， 附着在农
业户口上的优惠政策持续不断出
台，大大增加了农业户口的吸引力。

农民愿意在城市工作生活， 但不愿
意迁户口， 是算了一笔利益账后的

理性选择。”

多位基层干部、专家认为，要提
高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 真正推进
人的城镇化， 关键要盘活农村土地
资产，让农民和土地“解绑”。国土资
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王守
智等专家表示， 目前除常规征地拆
迁获取补偿退出， 农民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三权”如何主动退出缺乏制度
安排， 农村资产的财产性价值无法
实现， 导致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宁可
土地撂荒、农房空置，也不愿从农村
迁出户口。

董小伟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保障， 房屋是农
民的主要财产。在阆中当地，人均土
地权益

３

万多元，如果不能通过正规
渠道将其变成财产性收入， 农民不
会退出农村户口。

目前， 如何让农民与土地“解
绑”， 中央和各地不断完善相关政
策，展开多项探索。重庆市推行“地
票”制度，引导农民自愿将闲置、废
弃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形
成的指标在保障农村自身发展后，

节余部分以“地票”方式在市场上公
开交易； 湖北宜城市探索农村宅基
地退出机制， 对农民多占的面积实
施退出有偿奖励办法， 一年来已有
６８

户自愿退出。

多位专家、 基层干部建议，一
方面要总结完善各地探索的经验
模式， 另一方面需要加快顶层设
计，从理论和实践中创新突破，使
农民真正从土地中退出来， 自愿
进城落户。

我省出台20条举措

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从今年
６

月起， 在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
等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２０１６

年年
底前， 全面建立欠薪应急周转
金制度；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实行银
行代发工资全覆盖；对欠薪企
业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的惩治格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日前下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
见》， 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
为、完善工资支付监控和保障
制度、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
体系建设、依法处置拖欠工资
案件等方面， 出台了

２０

条举
措，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使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

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根据《实施意见》，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河南省在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
等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逐步将
实施范围扩大到其他易发生
工资拖欠问题的行业，对省内
注册且两年内未发生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企业实行减
免措施，对发生拖欠工资问题
的企业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河南省还要求在
２０１７

年
年底前实现企业信用信息互
认共享， 对严重拖欠工资的失
信企业，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
采购、招标投标、融资贷款、市场
准入等方面予以限制，形成“一
处违法、 处处受限” 的惩治格
局。 还要推进劳动保障监察举
报投诉案件省级联动处理平台
建设，实现拖欠工资案件“一地
投诉、全网处理”，大力推行网上
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此外， 河南省还要求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实现银行代发
农民工工资全覆盖，实行分包
企业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
承包企业直接代发的办法，分
包企业负责为招用的农民工
申办银行个人工资账户并办
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由
总承包企业按照经农民工本
人签字确认的工资支付表，委
托银行直接将工资划入农民
工个人工资账户，做到工资支
付月结月清。 （李亚楠）

汛期出行注意事项

一、 汛期出行前要作哪
些必要准备

1.

收听收看天气预报、预
警信号， 根据信息提示调整
工作、学习及外出计划，采取
有准备的应对措施。

2.

雨天驾车出行收听交
通台路况、降雨信息，提前绕
开积水区域。

二、 洪水来临前可做那
些准备

1.

备足几天的食物、饮用
水及日用品。

2.

收集木盆、木材、大件
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
料， 加工成救生装置以备急
需。

3.

准备通信工具。

4.

关闭家里电源、煤气，

千万别恋财， 尽快撤离到安
全位置，以免被洪水围困。

三、洪水来临时怎么办
1.

若处于山区地带，听到
洪水警报或发现洪水来了，

立即撤离溪床和低地。

2.

落入水中尽可能寻找
救生漂浮物， 尽可能保留身
体能量， 沉着冷静， 等待救
援。

3.

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
利用船只、 木板等作水上转
移。

4.

洪水来得太快，立即爬
上屋顶、 楼房高层、 大树、高
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
单身游水转移。

5.

有通信条件的，可向当
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
态势和受灾情况， 寻求救援；

无通信条件的，可制造烟火或
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呼喊等
方式呼救。

6.

洪水汹涌时切记不可
下水。原因在于此时水中除了
危险的漩涡、暗流外，还有上
游冲下来的漂流物、倒塌的电
线杆都易造成碰撞或触电。

四、发生洪水时，城市哪
些地方是危险地带

1.

危房及危房周围。

2.

危墙及高墙旁。

3.

洪水淹没的下水道。

4.

马路两边的下水井及
窨井。

5.

电线杆、 高压线塔周
围。

6.

化工厂、储藏危险物品
的仓库。 （据新华网）

下午
3

时，龙江路涵洞已恢复通车。

下午
3

时，平西路涵洞已恢复通车。

河水漫过琵琶台前面的广场。

雨中车辆有序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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