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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独自乘公交坐过站
家人求助辅警寻找，最终顺利回家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淇

2月14日，网友“诗语”在微信发
布消息称，她8岁的儿子刘浩 （化名）
第一次坐公交车回家时，应该在市区
泰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附近下车的，
结果坐过了站，孩子又不知道。孩子
的奶奶向在泰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附
近执勤的辅警求助。辅警刘译远最终
找到了她的儿子刘浩。网友“诗语”
说：“刘译远是一位很负责任的警察，
如果不是他，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
了，我很想感谢他。”当日，记者对此
事进行了采访。

原来2月13日下午4点半，家住淞
江路与泰山路交叉口附近的李阿姨骑
着自行车去郾城区实验小学接孙子刘
浩放学。由于回家路程有些远，李阿
姨所骑自行车小，没法载孩子，于是
她就让刘浩单独坐101路公交车回去，
并嘱咐刘浩在泰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
下车后等她一起回家。

当李阿姨骑着自行车到达泰山路
与辽河路交叉口时，并没有看到刘浩

的身影。李阿姨意识到可能由于刘浩
第一次坐公交车，坐过站了。于是李
阿姨立即向附近的辅警求助，辅警马
上通过对讲机通知其他站点的执勤人
员。

最终，刘浩所乘坐的101路公交车
在黄河路与交通北路交叉口被市交警
秩序管理示范大队昆仑岗辅警刘译远
拦下。在车上，刘译远找到了刘浩。
随后刘译远在对讲机里通知了同事。

在等待李阿姨期间，另一名辅警
王甜甜一直在热情地照顾孩子。过了
没多久，李阿姨赶到了黄河路与交通
北路交叉口。因自行车没法载孩子，
刘译远便和李阿姨商量让刘浩乘坐108
路公交车回家，李阿姨则到淞江路与
泰山路交叉口接应。

之后，刘译远将刘浩送到108路公
交车上，并一再嘱咐司机：“师傅，这
个孩子到淞江路与泰山路交叉口下
车，千万别让他坐过站。”刘译远还留
下了李阿姨的电话，表示到家后告知
他一声。最终，刘浩在刘译远的帮助
下顺利回到了家。

刘浩的妈妈知道这事后十分感
激，向刘译远打去电话表示感谢，称
赞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辅警，并希
望通过媒体弘扬这种社会正能量。面
对采访，刘译远却不好意思地说：“这
没什么，是我应该做的。”

小学生怎样安全乘坐公交车

■相关链接

1.千万不要跟车跑。跟车跑很容易
被车碰到，引发交通事故。

2.不要把头和手伸出窗外，这种行
为很危险。

3.家长给孩子画张乘坐公交车的安
全路线图，确定等候公交车的安全地
点。因为上下学时，许多孩子在公交
站牌处等候，孩子们嬉笑打闹，很是
危险，尤其是上下车时。

4.告诉孩子如果上不去公交车要给
父母打电话，或者乘坐正规出租车回
家，不要上黑车和陌生人的车。

在黄河路与交通北路交叉口，李
阿姨见到了辅警和被带下公交车的孙
子刘浩。

本报讯（记者 王 培 杨 旭） 身
份证、银行卡、学生证加上 72.2 元零
钱，2月14日下午，沙澧河风景区保安
赵宝亮在市区交通路沙河大桥附近的
草坪上捡到了一个里面装有这些东西
的黑色皮质钱包。“已经在景区用喇叭
喊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失主。”赵宝亮
所在的七标段保安队队长陈海福说。

2月15日，记者在河堤上见到了陈
海福。他告诉记者，
队员赵宝亮捡到钱包
后立刻交给了他，大
家已经找了一天，既
没有找到失主，也没
有人前来询问。

通过钱包里的身
份证和银行卡等，记
者得知钱包的主人是

一位名叫朱文静的学生，家住舞阳县
莲花镇朱寺村，在河南理工大学万方
科技学院上学。

“学生现在肯定非常着急，钱丢了
是小事，身份证丢了可是麻烦得很，
有的学校开学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她报到。”陈海福说，“她或者她的家
人、朋友看到这个消息，可以跟我联
系，电话号码是15839584610。”

朱文静，快来领取你的钱包

本报讯（记者 王麓棣）“你看看，
小区内的下水道堵塞了，污水横流，最
近也无人管理了。”2月14日，家住在
市区滨河路铁安苑小区的张先生说，下
水道堵塞两个多月了，住在这里的居民
出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帮忙疏通下。

2月15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市区
滨河路京广铁路桥西侧北段的铁安苑小
区，刚走进小区，就闻到了一股恶臭
味，在小区西侧的过道里，记者看到由
于下水道堵塞，不少污水已经流到了道
路上，一位小区的保洁员正在清扫道路
上的污水。

“下水道堵塞都两个多月了，以前
一直有人疏通，但是近两个月却没有人
疏通了，臭味弥漫在整个小区内，真是
太难闻了。”居住在这里的一位居民说
道，现在大部分居民都绕开这段路，但
是污水一直存在，绕路也不是长久之
计。

“现在天气逐渐转暖，如果不及时
处理的话，气味越来越难闻，到时候家
里都不敢开窗户了。”小区居民向记者
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处理，整修好
下水道，让大家住着也舒心。

上午9点30分，记者来到该小区的
物业站，看到大门紧锁，并没有物业人
员。随后，记者在小区门口的告知栏上
看到了一个物业值班人员的电话。记者
将居民所反映的情况告知了这名值班工
作人员。该值班人员说道：“年前我们
已经疏通过一次，可能近两个月堵塞又
严重了，这个小区住的都是铁路部门的
员工，现在我们都在跑春运，等春运一
结束，我就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找人
前来疏通下水道，方便居民通行。”

下水道堵塞污水外溢
物业值班人员：将向领导反映，找人疏通

滨河路铁安苑小区

保洁员正在清扫污水保洁员正在清扫污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麓棣王麓棣 摄摄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在不少人的记忆里，爆米花是一种
美味的回忆。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
过去在街头较为常见的打爆米花已越来
越少。在我市，却有一个人，他从事打
爆米花至今已经有 15 年。2 月 15 日，
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赵治德今年 46 岁，老家在周口项
城，2002 年至今一直在漯河生活，收
入的来源就是靠在街头给市民打爆米
花。2月15日，记者见到赵治德时，他
正在市区市场北路忙活着，手里转动着
老式的爆米花机。

赵治德的妻子邝水英告诉记者，他
们给顾客准备的有打爆米花的材料，顾
客们也可以自带。大概过了几分钟，附
近居民打的爆米花就要出锅了。赵治德
熟练地拎起爆米花机，在准备好的铁丝
网里“嘭”的一声爆了出来，现场香飘
四溢，空气里充满爆米花香甜的味道。

“小时候就喜欢吃这种爆米花，有
童年的回忆。”来打爆米花的市民冯女
士说，她和老公都喜欢吃这种爆米花。

“挺好吃的，我喜欢这个味道，也喜欢
看打爆米花的过程。”一名初中生表
示，他对爆米花机很感兴趣。

赵治德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村里很
多人都是干打爆米花的。看到生意红
火，他也开始跟着同村一位经验丰富的
老师傅学习。2002 年，学成的赵治德
和妻子一起来到了漯河，便开始在街
头摆摊。之后，赵治德的两个儿子也先
后来到漯河，并在漯河读书。如今，赵

治德一个儿子在南方打工，另一个儿子
在郑州上大二。

“就是靠着打爆米花，我们一家人
在漯河生活，孩子上学也靠这。”赵治
德笑着说，他们一直在漯河租房，除了
雨雪等恶劣天气，几乎每天都出摊，每
个月收入 6000 元左右。而他也表示，
过去跟他一起从事这个老行当的人现在
已经越来越少了，有部分人转行了，有
部分人则是没有耐心，耐不住寂寞。

“有时候出摊大半天了都没生意，
有的人就收摊了，那这一天不就白来
了？干什么事情都得有耐心才行。”赵
治德说话很朴实，他认为只要自己坚持
做一件事做到最好，就可以生活地越来
越好。

“伏里天是打爆米花的淡季，我就
去做装修。”赵治德笑着说，每年的 6
月到9月他会歇业，去帮别人搞装修。

“得为两个儿子攒钱，勤劳就能致
富，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赵治德
说，对于生活，他充满了信心。

手摇爆米花机，连“爆”15年

赵治德正在忙碌着赵治德正在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