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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LUOHE 05漯河

■《景区入口有道坎 进出游玩不方便》后续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通讯员 王秀根）
夫妻俩吵架，妻子一气之下大半夜离家出
走。丈夫情急之下却报了假警，谎称妻子可
能被绑架。

4月20日凌晨零时40分，漯河市南洛高
速交警大队接省总队指挥中心通知，一名自
称杨先生的打电话报警，说其妻子张女士驾
驶豫牌照的白色大众轿车从洛阳上高速至今
未归，手机一直联系不上，通过手机软件，
确定在漯河西服务区南区，担心妻子被绑
架，请求民警解救。

接到通知后，民警王秀根和辅警李光
耀、赵雪刚立即赶到漯河西服务区，根据杨
先生提供的线索找到此车。

但是民警们发现，张女士并没有遭绑
架。据张女士介绍，她是因家庭琐事与丈夫
杨先生吵架，想到武汉朋友那玩几天，根本
不存在绑架之事。

民警随后与杨先生取得联系。杨先生也
说事情确如妻子所述，妻子事先没告知她要
去朋友那里玩两天，他拨打妻子电话却一直
无人接听，情急之下报了假警。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双方进行了劝解，
张女士表示自己到朋友那儿玩两天再回家。

在此，民警提醒市民朋友，夫妻吵架很
正常，生气闹脾气也很正常，但最好别离家
出走让家人担心，更不能报假警。

本报讯 （记者 王海防 见习记者 杨
淇） 4 月 11 日，本报 05 版 《景区入口有道
坎 进出游玩不方便》 一文发表后，得到了
相关部门的关注。

4月19日上午，记者在嵩山路沙河大桥
南头西入口处看到，之前不平整的西侧水泥
斜坡已被修砌和槽钢平整相连；原本东侧破
碎的水泥斜坡已被清理换成了一排槽钢；之
前那根卷翘的槽钢也被换成了两排崭新的槽
钢。

“晚报报道后的第二天就有人来修了。”
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4月13日，他和
另一名同事值班，上午8点左右就有工人带
着工具来整修了，砌水泥、换槽钢……整修
工作一直忙到下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市民骑着自行车
轻松地从入口处通过。“自从修好后，这几
天没有再发生过有人在入口处摔倒的事

情。”另一名保安说，他和同事骑着电车、
摩托车进出也觉得通畅多了。

妻子离家出走 丈夫谎报绑架

景区入口 通行顺畅

燃气壁挂炉“搬家”一次花五千
安装师傅来四拨，收费两千多，此外还有两千五的燃气初装费

本报讯（记者 焦 靖） 4月20日，市民
王先生向记者反映，近期他买了新房要搬
家，想把老家的燃气壁挂炉移到新房子里。
本以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前后却来了四拨
安装师傅，共收了他两千多元钱，加上两千
五百元的燃气初装费，燃气壁挂炉挪过去还
没用就花了五千元。

【市民】
燃气壁挂炉移机花了五千元

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说，他原来住在市区
海河路一家属院，家里的燃气壁挂炉是在
2010年购买的，当时总共花了一万多元。

如今他在嘉业城市花园买了新房要搬
家。3月份，他打算把燃气壁挂炉移到新房
子，没想到这其中的费用让他吃了一惊。

“从前期走管道到最后点火试用，前后来
了四拨人，花了两千多元，还耽误了不少时

间。”
“走管道的师傅来收了六百多元，拆装炉

子的师傅来收了一千多元，改表师傅来收了
四百多元，点火师傅又收了近三百元，再加
上买房子时候交的两千五百元的燃气初装
费，俺家这壁挂炉挪到新房子还没用就花了
我半拉炉子的钱。”

对于这种耗时又费钱的情况，王先生不
禁提出疑问，为什么不能来一次性把活干
完，这样既节省上门费又缩短工期呢？

【燃气公司】
是为了保证用户安全使用

针对王先生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市中裕
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表示，天然气的使用不同于其
他商品使用，对于安全有非常高的要求。

燃气用户报备需要安装燃气壁挂炉后，
公司就会安排有资质的人员上门开展安装服
务，这中间就会产生人工费、配件费等各种
费用。

另外，使用天然气壁挂炉的用户往往还
牵涉到一个小功率燃气表改为大功率燃气表
的问题，用户还要承担这中间的差价。

整个安装过程中需要的类似安全阀门、
波纹金属软管等配件都是根据相关规定强制
要求使用的，其费用也都是合理收取的，这
样也是为了保证用户更好、更安全地使用天
然气。

（线索提供者王先生获奖励50元）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通讯员 杨 阳） 4
月20日上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
小车科目二考场来了两位特殊的考生。一位
是来自濮阳的李文林，另一位是来自平顶山
市叶县的李东良，二人身患残疾，都由他人
推着轮椅进的科目二考场。在民警的细心服
务下，二人先后参加了科目二考试，遗憾的
是李文林考试没有合格，李东良经过第二次
补考顺利通过考试。

上午9点多，李文林率先考试，考试工
作人员搀扶他上了考试车，又帮他调试车辆
的座椅和电子设备。驾考中心的民警不断地
安慰他，让他不要紧张，按照在驾校练习时
的状态就可以了。经过考试和补考，李文林
均未通过，民警也只能遗憾地告诉他好好练
习争取下次考试合格。随后，李东良经过两
次考试，顺利通过小车科目二考试，兴奋的
他拉着考试人员连声道谢。

“俺是身体残疾，在俺们当地都考试不
上，就来漯河考试。”李东良说，为了能拿到
驾照，他俩吃住在驾校附近，“身体残疾出行

也不方便，找工作也不容易，想着能考个驾
照，然后找个生意做做。”李东良说，他俩报
考车型是C5。

据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驾考中心的有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4 月 1 日，《公安部 139
号令》正式实施，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驾
考中心及时配备了适合双下肢丧失行动能力
的驾考车辆，并有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安全
方便的助考残疾人。

《公安部139号令》部分规定：
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

但能够自主坐立，且上肢符合本项第5目规
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
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代号
C5，为残疾人专用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
车 （允许上肢、右下肢或者双下肢残疾人驾
驶）。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麓棣）“水果摊怎
么摆在人行道上呢，既影响通行，又存在安
全隐患，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近
日，市民袁先生向本报反映此事。

4月17日上午，记者在市区湘江路西段
路北的人行道上看到，一辆装满水果的卡车
横插在人行道上。

卡车司机把车上的水果搬下来摆在了人
行道上，在摆放水果的时候，还把坏掉的水
果扔进了旁边的草丛中，全然不顾他已经占
道经营，影响了行人的通行。

记者注意到，卡车上装的是西瓜和成箱
的苹果，不时有市民路过这里停下来购买水
果。

“这里是人行道，怎么能在这里摆摊
呢，还让行人怎么过。”市民小冰告诉记
者，“水果摊摆在人行道上，行人经过这里
只能绕开，走在非机动车道上，对行人的安
全带来了很大危险。”

“如此摆摊乱象，不仅给附近居民出行
带来不便，还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市民
孙女士告诉记者，“希望相关部门对这一行
为进行整治，也呼吁这些摊贩不要把摊位摆
放在人行道上，还市民一个良好的出行环
境。”

流动水果摊 霸占人行道

残疾人考驾照 民警“贴身”服务

市民顺利骑过景区入口。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占道经营的货车水果摊。
见习记者 王麓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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