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乱停乱放

已成城市乱象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私
家车的数量急剧增加。车辆在为人
们的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带来的
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在主城区一些
大街小巷、居民小区，乃至交通要
道，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可谓随处可
见。这种现象已成为城市发展与管
理所面对的一道难题。不仅严重影
响市容市貌、损害城市形象，也给
城市交通带来了不便，成为市民出
行的一大阻碍。

“和美广场附近的统一街，几
乎每次从那走都会遇到堵车，好多
车停在路边， 堵得道路交通不畅，

别说开车了，就是骑电动车都过不
去，希望相关部门能管理一下。”近
日，市民王女士向记者反映。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该路段车
辆乱停乱放现象非常严重。统一街
道路本来就不宽，没有停车位的路
边被车辆占用， 路两侧停满了车
辆，街道变得更加狭窄。不仅如此，

在人行道上， 一些商铺的门口，也
停着不少车。由于多数车辆乱停乱
放，导致这条路交通拥堵情况十分
严重。

“这条路位于市中心又靠近和
美，好多人在附近办事，或者去和
美购物又找不到停车位，就把车停

到了这条路上。”市民吴先生说。

统一街一家商铺的店主告诉
记者， 这样的现象已经持续很久
了，有些车主甚至把车停到了店铺
的正门口，把门面都堵住了。他们
虽进行过制止， 可是很少有人听，

都说自己办点事马上就离开。

就路边乱停车现象，记者采访
了附近辖区的交警， 一名交警表
示：“我们每天都对这条路进行管
理，遇到乱停车现象就会进行贴罚
单、劝离。可是大多时候车主不在，

我们也没办法进行批评教育。”他
说，会加大管理力度，争取减少并
遏制这种现象继续发生。

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是否存在
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
市民素质的高低。 虽然机动车乱
停乱放的直接原因是停车位的不
足，但停车管理不到位、驾驶人员
不良的停车习惯等均加剧了停车
乱象。

对于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仅靠
交警等部门的整治远远不够，更需
要每位车主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不断提升自身文明素质，树立文明
停车理念。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
每一位市民，而市民也是文明城市
创建的最大受益者，希望每一位市
民从自我做起，自觉遵守城市公共
秩序，文明停车，为创建文明城市
贡献自己的力量。

□

本报记者马童

□

本报记者刘翔
实习生辛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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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老弱病残者，

我一定让座”

尊老爱幼、文明礼让，是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公
交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交通工具， 也是城市文明
形象的窗口。 每个乘客的举手
投足都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 反映出每位市民的文
明素质。让座事小，文明事大。

公交让座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实际上却是一件能够影响城市
文明形象的大事。

为了解公交让座情况，记者
乘上了客流量较大的

2

路公交
车。当时正值高峰期，车内乘客
较多。 当公交车行至东方红大
道和美广场站时， 一位两鬓斑
白的老人上了公交车， 手里还
提着沉甸甸的购物袋。 看到老
人上车， 不少乘客主动起身让
座，老人连声道谢，公交车司机
也等老人坐稳后才发动车辆。

“每次我坐公交车，都有很多年
轻人给我让座。” 老人笑着对
记者说。

在八一路陆军学院站，一位
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上了车。看到
这一幕，信阳师范学院的学生杨
雪急忙站起来让座。 “坐这儿
吧。”“好的，谢谢你了。”孕妇赶
忙道谢。

像这样的让座， 在
2

路公交
车上经常发生。“

2

路公交途经信
阳师范学院，乘客多数都是大学
生，学生们看到孕妇和老人都会

主动让座。” 司机张师傅告诉记
者。

“那车上有不愿让座的人
吗？” 记者问道。“有个别人不太
自觉，我们会及时提醒。在我们
的提醒下，他们也会让座。市民
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不让座的情
况出现得也越来越少。” 张师傅
说。

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不和谐
的音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女孩说：“我之前给一位老人让
座，还没等老人坐下，一位四十
岁左右的男人就抢先坐到了座
位上， 我告诉他是让给老人坐
的，他迟疑了一会，才不情愿地
站起来。”

在记者乘坐公交车的过程
中，多次发生几人一起为老弱病
残者让座的事。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公交车上让座已经被越来越
多的市民认可。

“遇到老弱病残者， 我一定
让座，自己年轻力壮，让腿脚不
便的老人站着， 我过意不去。让
座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心，我
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加文明和
谐。”市民刘洋对记者说。

“我们在公交车上为老弱病
残者让座，对孩子、对身边的人
也是无形的教育。通常一辆公交
车上有一个人主动让座，就会带
动其他人也跟着积极让座。文明
就要从自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 市民李
静说。

这个天使来的有点“早”

———我市一胎龄24周极早产儿的生命奇迹

身长
30

厘米，体重
0.9

千克，在
妈妈肚子待了

24

周就迫不及待地
来到这个世界，

10

月
14

日上午，隔
着玻璃，记者在信阳市中心医院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见到了这个出生

6

天的小宝贝。

10

月
7

日， 怀孕
24

周的胡玉洁
（化名） 在经历了毫无前兆的宫缩
和疼痛后，经县医院转诊到市中心
医院妇产科，于

8

日夜晚产子。

扛过两大难关宝贝很坚强
“转院途中羊水都破了， 我们

坚持保胎， 但经过一天一夜保胎，

宫缩更厉害了，只能生下来，进入
产房不久孩子头就出来了。当时我
都不抱希望了。” 谈到这里胡玉洁
有些哽咽，“没想到，出生后他哭得
很厉害。 我用插着针管的手抱住
他，他很敏感，感觉到我后，居然还
用手抓我的大拇指。”

“没想到这孩子这么坚强！以
前我们成功救治过

27

周大的早产
儿，但这么小的还是第一次。如果
他能顺利存活，可能是我省胎龄最
小的早产儿。”孩子的住院医师、中
心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医生孙俊
威告诉记者。据了解，目前我国多
把胎龄

＜37

周
(259

天
)

出生的新生儿
称为早产儿， 这一定义不考虑体
重。国外早产儿多指孕周满

20

周至

不满
37

周， 体重在
500g

至不足
2500g

者。其中，孕周不满
32

足周者
称极早产儿。这个小宝贝就属于极
早产儿。

“孩子出生时，皮肤发绀，呼吸
费力，反应差，新生儿阿氏评分只
有
5

分。患儿入院后，我们给予肺表
面活性物质应用及呼吸机辅助呼
吸抢救治疗。”孙俊威告诉记者。目
前， 小宝贝靠呼吸机给氧帮助呼
吸，以抗感染药物、改善呼吸、循环
药物及静脉营养支持治疗。

当再次检查完孩子后，孙俊威
告诉记者，“他的呼吸、体温、心率、

大小便等生命体征目前都属正常，

但仍然很微弱。”据孙医生介绍，早
产儿出生一般要先后经历呼吸、喂
养、感染、综合测评等重大难关。在
监护室里平安度过了

6

天后， 坚强
的小宝贝情况已经较乐观，各项指
标趋于稳定， 已能微量口服喂养，

呼吸、喂养两大难关已经突破。

不放弃不抛弃父母很给力
“我和孩子母亲希望全力救治

婴儿，在此，恳求院领导组成治疗
队伍， 对这名特殊婴儿特殊治疗，

精心照顾！因小宝宝太小，我和孩
子的母亲将全力配合孩子的救治，

接受任何治疗结果！愿在院领导的
关怀下， 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

小宝宝能健康成长……”在孩子母
亲胡玉洁的产房，记者见到了这封
由孩子父亲黄文成（化名）亲笔书
写的请求信。

躺在床上的胡玉洁， 面容憔
悴，

6

天前的早产也让她在“鬼门
关”走了一遭。出产房后，听医生介

绍了母乳喂养的好处，为了挽留住
这个早到的孩子，胡玉洁就让丈夫
黄文成找来催乳师。“家人因为心
疼我，开始不理解，觉得孩子肯定
保不住，催乳很疼，以后再回乳更
是遭罪。”作为母亲，胡玉洁就想让
孩子喝到母乳！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
3

天的人工催乳， 胡玉洁开始
泌乳。忍着疼痛挤完乳汁，便赶紧
让家人将她的新鲜乳汁送到重症
监护室， 由医护人员以“每次

1

毫
升，每天

8

次”的方式供给小宝贝。

“孩子吃不多，哪怕是能吃一小滴，

我心里就宽慰些。” 胡玉洁说。“本
来我们为他准备了好多名字，但看
到孩子又瘦又黑，生下来还不足两
斤，我就想，干脆叫‘黑二斤’，希望
他赶快长到二斤。” 明天就要做清
宫手术了，胡玉洁最担心的是手术
中用麻醉药和抗生素，会影响孩子
哺乳，为此，她一再要求推迟手术。

得知作为极早产儿，儿子随时
面临生命危险，黄文成称：“我们会
坚持治疗，不放过一线希望，不放
弃，不抛弃。”对于早产儿随时面临
的不可抗力，夫妻俩表示，“我们希
望医生无论如何尽全力救治，在这
种前提下，任何救治结果我们也都
接受。”

院方回应竭尽全力救治
对于孩子父母的请求，院方负

责人称，会利用现有条件
,

竭尽一
切努力救治这个小生命。 据了解，

医务科特地安排儿科负责人，要求
给予孩子全力救治。

问及下一步将面临的难题，市
中心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医护人

员表示，对早产儿，感染是致命威
胁，如果稍不注意，细微的细菌都
会对小宝贝造成致命伤害。孙俊威
说：“宝宝使用的暖箱是目前医院
最好的设备， 重症监护区每天按时
消毒，医护人员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特别要预防肺部的感染，另
外肠道和血液的感染也容易出
现。”孙俊威说。小宝宝的皮肤粘膜
薄嫩，免疫机制不健全，致病菌可
以轻易侵入。 若成功活到

28

周，小
宝贝将面临最后的考验———综合
关考量： 身体各项指标是否理想、

撤呼吸机过渡期是否会出现不可
预料的意外……这些都可能是带
走小宝贝的威胁。

“如果能活下来， 这个早到
16

周的小天使将成为我省成功存活
胎龄最小的早产儿。 虽然期待奇
迹，但也应理性看待，小天使以后
的日子可能很艰难。

28

周以下的早
产儿可能会出现大脑发育不全，语
言、智力、情感等不如正常人，也会
间接影响四肢和躯干的协调。另
外，对听力、视力、嗅觉是否有太大
的影响， 需要看以后的恢复情况。

心脏、肝功能、肾功能等也有待时
间去检验。”孙俊威说。

截至发稿前
,

孩子已经
13

天
了
,

暂时渡过了呼吸和喂养两大难
关，等待他的，还有许多场必赢的
战斗……希望孩子家长坚持下去，

不抛弃、不放弃，给这个早到的小
生命最温暖的呵护；希望医护人员
坚持下去，尽全心，出全力，给这个
早到的天使最全面的庇护。本报会
继续关注小天使的成长，让我们一
起为他祈福……

一周市长热线回应

小区物业不因一人而损害公
共利益

市民朱女士反映，长安路飨堂
花园小区垃圾近

20

天无人清理，多
次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督促解
决。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
通知河区政府（电话：

6604760

）

办理。经查，飨堂花园垃圾无人
清理是由于小区部分居民拖欠
物业费，物业公司不愿再垫付垃
圾清运费所致。目前，在金牛山
办事处的督促及帮助下，物业公
司已对小区垃圾进行了清理。社
区现正积极引导小区居民成立
业主委员会， 维护自身权益。在
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飨堂花园垃
圾清理问题， 由社区督促落实，物
业不及时清理的垃圾，由社区协助
进行处理， 保证垃圾日产日清。经
回访， 朱女士对办理结果表示满
意。

记者的话：有句俗语说“一竿
子打倒一船人”。 个别用户拖欠物

业费， 整个小区的垃圾无人清理，

小区物业公司做法欠考量。谁的过
错谁改正，一些有意拖欠物业费的
业主也该多些思量。最重要的一点
是个别人有了问题不能让大家一
起买单。

供水公司对每一个业主负责
市民张女士反映市中心城区

湖东大道维多利亚小区大部分业
主家中的自来水长期浑浊，影响居
民生活，望帮助解决。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
通知市城管执法局（电话：

12319

）

办理。经调查，由于该小区入住率
不足一半，水循环慢导致出现水质
混浊的现象。目前，供水公司工作
人员在物业公司的配合下排放了
该小区消防栓内的积水，并对张女
士家的水表进行了拆表排放，现水
质恢复清澈。经回访，张女士对办
理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的话：越来越多的服务部
门开始积极响应用户诉求，也提醒
广大市民，有事儿拨打市长热线不
是唯一选择，第一时间联系服务部
门问题会更快解决。

信阳爱心粥屋越办越红火

成立一年来已有33600余人次免费就餐，近4200人次志愿者参加服务
本报讯（记者马童）

10

月
13

日凌晨， 信阳爱心粥屋来了
6

名穿
着红马甲、戴着小红帽的人，他们
一到爱心粥屋就忙活起来， 搬桌
椅，为环卫工人端饭端菜，清理厨
房， 还为爱心粥屋捐出善款

3885

元，让在场的其他志愿者、环卫工
人们深受感动。

这些志愿者是平桥区人社局
的代表，在爱心粥屋运转满一周年
之际， 为粥屋送来了这份特殊的
“生日礼物”。

去年的
10

月
13

日一大早，

50

多
名环卫工人前来就餐，馒头、红豆
粥、萝卜炒千张和咸菜，让他们脸
上笑开了花儿。一年来，共有

33600

余人次就餐，近
4200

人次志愿者参

加服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
20

余
万元。如今，爱心粥屋每天为城区
200

余名环卫工人、 孤寡老人提供
免费早餐。

“市民的爱心很令我们感动。”

爱心粥屋发起人李清平说，“有了
这个平台，解决了环卫工人的生活
问题，人们的爱心也有了更具体的
表达方式， 他们捐馒头、 捐菜、捐
款，也有很多人来做义工。”

一年来，感动随时都在发生，

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让人难以忘
怀。

粥屋筹建之始，江荣英女士得
知急需资金时，不顾自己公司资金
周转困难，毅然拿出

1

万元善款，让
粥屋及时添置了厨具，看到粥屋电

路急需改造，又立马派工人前来帮
忙。夏伦先生听说爱心粥屋免费奉
粥， 服务环卫工和弱势群体时，慷
慨解囊， 一年来捐赠了

4

万多个馒
头。

每天凌晨
3

点多， 志愿者们披
星戴月，或骑车、或步行，从四面八
方陆续赶到爱心粥屋， 开始做饭。

凌晨四点半， 志愿者们摆好桌凳，

开始盛饭。凌晨
5

点，环卫工们陆续
来到粥屋，开始就餐，环卫工人制
服上的荧光反射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清香的红豆粥，松软的馒头，

香喷喷的炒菜，可口的咸菜，逐渐
成为他们的早餐标配。

环卫工李军信说：“志愿者一
大早为我们做好饭并端到我们面

前，有些儿女都做不到，真心感谢
他们！” 旁边的几位环卫工听了都
点头称赞。

每天下午三点半， “切菜服务
队”来到粥屋洗菜、切菜，整理厨房
内务，准备第二天的饭菜。

200

多人
的食材， 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酷
暑寒冬从未间断。

简单的事情重复万次就不简
单， 普通的事日复一日做就不普
通，每天送走最后一位吃饭的环卫
工，志愿者们开始收拾桌椅、清洗
碗筷、打扫厨房……

为了能让更多的环卫工人吃
上早饭，今年

8

月起，志愿者开始
开车沿路送餐。每天一大早，志愿
者驾驶着爱心送粥车， 向东方红

大道一弘百货门口的临时奉粥点
驶去， 揭开了爱心粥屋免费供粥
新的一页。当下，河区的志愿者
们每天早上五点半按时等候在送
粥点，为附近

100

多名环卫工人发
放爱心早餐， 共送出爱心早餐
1400

余份。

环卫工纷纷赞叹：“中乐正寰
进口商品购物中心捐面包车，志愿
者们从十公里外的平桥给我们送
粥，这让人很感动，谢谢你们！”

众人拾柴火焰高。爱心粥屋在
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
持下，越办越红火了。志愿者火红
的马甲、 小红帽像冬日的阳光，爱
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申城因一碗
粥而暖意融融。

不离不弃 谱写爱的赞歌

身为医生， 李乃林从医
30

余
年， 医人无数，一面面锦旗记载的
是他医者仁心的经历，一张张获奖
证书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身为丈夫，李乃林悉心照顾身
患绝症的妻子，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的守候与陪伴，凝结着一点一滴的
深情。

光山县人民医院外科
ICU

主任
李乃林面对过数不清的患者，然而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的妻
子会住进他所在的医院，并且一住

就是
3

年， 医院真的成了他们的
“家”。

3

年前，李乃林的妻子向丽不
幸身患绝症———“烟雾病”，基本
上处于植物人的状态。 自此，李
乃林不仅要兢兢业业地工作，还
要尽心尽力地照顾卧床的妻子。

他每天为妻子按摩、 换纸尿裤、

擦洗身体，从没间断；每天帮她
刷牙、洗脸、梳头，一项都不能
少；

3

天为妻子洗一次头，定期剪
指甲……在李乃林的照料下，躺
在病床上不能动的向丽从来都
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失体

面。妻子不能吞咽，李乃林为她
搭配营养的饭菜，做成流食用“鼻
胃管”注入，一日三餐常常换着搭
配。到了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李
乃林常常给向丽读文章，或者讲几
个有趣的故事，病房也变得温馨起
来。

没有山盟海誓， 没有轰轰烈
烈，有的只是涓涓细流，有的只是
相濡以沫，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李乃林不离不弃照顾妻子的事迹，

感动着身边每一位认识他的人。他
用无言的坚持和爱，抒写了人间最
美的真情！

八旬老人被骗房产

民警提醒老人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10

月
8

日，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
天晚上，正在值班的民警小袁接到
了一个出警任务。报案的是一位老
人，电话里她的声音焦急，情绪比
较激动，加之年事已高，一时间更
讲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袁赶紧来到老人的住所了
解情况。原来，报案的这位徐奶奶
今年已

80

多岁，几年前与一位“忘
年交”合买了一处房产，双方各交
了
5

万定金。

2013

年领取钥匙后，二
人便把房子转租了出去。由于徐奶
奶上了年纪，而且家中老伴更是

90

岁高龄，行动不便，需要徐奶奶看
护，加之她的子女不在身边，只好
把租房的事交给了“忘年交”。而对
方又不负徐奶奶所托，每年收好房
租， 就将徐奶奶的那一份

1

万多元
送到她家。徐奶奶过意不去，总是
多给对方一两千元， 权当辛苦费。

二人就这样相互信任， 彼此照顾，

共同收益，相交甚好。

直到前些日子，临近收房租的
时候，“忘年交” 突然找到徐奶奶，

说房子要补余款，而售房公司不允
许分割购房，需要再做商议，要将
此前的合同取走。 徐奶奶没有多
想， 便把合同递交给她。 言语间，

“忘年交”又拿出另一份合同，要徐
奶奶签个字。 出于对朋友的信任，

徐奶奶不曾细看所写为何，便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还没闹清具体的状
况，朋友就走了。徐奶奶转念一想，

似乎事有蹊跷， 于是打电话过去，

对方答道，“你已经把这房子转给
我了。”徐奶奶实在一头雾水。再打
电话，“忘年交” 已经音讯全无，找
不到人影。

这时，徐奶奶慌了，连忙打电
话将事情告诉了工作繁忙的儿女。

远在开封教书的三儿子听闻此事，

让徐奶奶赶快报警。这便有了开始
的一幕。

小袁大概了解情况后，先宽慰
徐奶奶：“奶奶不要着急， 慢慢说，

身体更重要。放心！我一定会尽力
帮你把问题解决好的。”随后，他向
徐奶奶仔细地询问了事件相关细
节，并一一记下。原来这位徐奶奶
口中的“忘年交”，只是

10

年前徐奶
奶作为房东时认识的中介，徐奶奶
觉得她人不错，一来二去便相熟起
来。十多年的交情，让徐奶奶觉得
她贴心可靠，对她无比信任。发生
了这件事后，徐奶奶气愤、焦急之
余， 还倍感伤心，“关系这么好，人
怎么可以这样呢？”

记者点评：

近年来，本报新闻热线屡屡接
到各种关于老年人上当受骗的投
诉。 中国社会已逐渐步入老龄化，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一些不
法分子将行骗目标盯准了这个庞
大的群体，骗术多种多样，老人们
防不胜防。老人对社会中存在的复
杂多样的现象反应较为迟钝，加上
老人与社会接触较少，对日益翻新
的诈骗技术不易识别，导致老人往
往会成为诈骗犯的目标。相关统计
数据显示，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财
务诈骗事件，有近半数的加害人就
是老年人的照顾者或让老年人视
之为朋友的人。所以切莫一味责怪
受害者。 当身边的长者遭遇骗局
时，千万不要暴怒而骤下结论：“老
人家就爱贪小便宜！” 事情远比你
想的复杂。总之，多一份警惕，少一
份受骗。

□

本报记者李小然

□

本报记者李小然

医生正在为小宝宝做检查。 王凌云摄

夏季西瓜上市时，李乃林也让妻子向丽尝尝西瓜的味道。 李恒生摄

□

本报记者刘翔
实习生辛雨童

□

本报记者刘翔
见习记者王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