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许 珂）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召陵区的
小张却可以，只不过，他踏入的不是同一条
河流，而是同一个路口——中山路与黄河路
交叉口南200米处。去年7月25日至9月16
日，他开车在此处被电子眼拍到 29次未按
规定系安全带。这到底是咋回事呢？3月15
日上午，小张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9次违章，罚款1450元

小张叫张洋，召陵区老窝镇人，有驾驶
证。去年他的表哥去厦门打工，就把车借给
他开，供他上下班代步。

“表哥的车今年 3月年审，去审车时发
现有违章罚款没交。”张洋说，表哥一查违
章记录，既生气又惊讶，生气的是张洋开着
他的车，竟然有 29次未按规定系安全带，
被电子眼拍住了；惊讶的是，这 29 次违
章，都是在中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南200米
的红绿灯处。一次50元，29次就是1450元
的罚款。

“表哥给我打电话询问时，我也可惊
奇。”张洋说，他没有开车不系安全带的

“恶习”。“俺表哥之前在这个路口被拍到过
未系安全带，他提醒过我，我开车经过这个
地方时特别注意。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呢？”

对此，张洋十分不解。

感觉冤枉，提出行政复议

张洋和表哥去市交警支队调取了这 29
次违章被拍的照片。

这 29次违章，发生在 2016年 7月 25日
至9月16日。也就是说，不到两个月，张洋
开车在同一路口被拍到 29次未按规定系安
全带。这个路口是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
路，被拍的时间，大都是早上上班时间和晚
上下班时间。

“我上的班是上一天休息一天，一月也
就上半月班，这样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被
拍了。”张洋算了一下。

在张洋提供的违章被拍照片中，记者看
到，一张图片是副驾驶上他的朋友，光着膀
子系着安全带，而他的左侧肩膀处露出一截
安全带，胸前却看不到安全带。“我记得还
是我提醒朋友系安全带。他光着膀子，开始
不想系，我说系上吧。难道我光提醒朋友系
安全带，我这司机会不系？”张洋说。

张洋提供的其他几张电子眼拍摄的违章
照片，均显示他的左侧肩膀处露出一截安全
带，但胸前看不清。

张洋仔细辨认了这些照片后，发现安全
带的颜色是米黄色泛点白色，而当时是夏
天，他穿的衣服大多是浅颜色的T恤衫。

“会不会是因为衣服颜色与安全带颜色
太接近，电子眼拍摄的时候没拍清楚，或者

是反光等原因引起的？”张洋说，感觉很
“冤枉”，他已经向交警部门就这 29次违章
提出了行政复议。

交警给结论：还是违章

3月15日上午，记者与市交警支队有关
负责人取得联系，介绍了张洋的情况。该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尽快与支队法制部门联
系，核实有关情况。

3月16日上午，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
给记者反馈说，他们十分重视此事。他们组
织市交警支队科技人员对电子眼拍摄到的小
张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违章视频进行了认真
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小张未按规定系
安全带。

“我记得我系安全带了，怎么会这样？！
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开车上班再走到那
个路口，都有心里阴影了，总是抬头看看电
子眼，然后下意识拉拉安全带。”张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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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潘丽亚）
“了不起呀！”最近一段时间，
临颍县三家店镇王少宇村的村
民们都在议论着一件事，村里
已经嫁出去的闺女李静，给村
小学捐款两万元。3月19日，记
者从王少宇小学获悉，学校将
根据李静的意愿，将捐款用于
购买书籍和办公用品等。

这件事还得从十多天前说
起。3月 7日，李静从广州回娘
家探亲，给老母亲过生日。好
不容易回老家一趟，李静打算
多 停 留 几 天 ， 和 母 亲 多 待 几
天，多聊聊。

在老家停留期间，李静与
家 人 、 邻 居 聊 起 了 村 里 的 变
化。得知阔别多年的母校王少
宇 小 学 的 新 教 学 楼 已 投 入 使
用，她特别高兴，甚至兴奋得
跑到学校，仔细查看自己曾经
求学的校园。李静把新教学楼
看了个遍，还和学校领导、老
师进行了深入沟通。

联想自己的成长经历，想
到小学教育非常重要，改善办
学条件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关
系到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李静
做了一个决定：个人出资给教
师办公室、教室安装空调或购

置一些书籍。
记者了解到，李静家并不

富裕。
“80后”的李静，2009年西

南大学毕业后南下打拼，现在
广州一家私企上班。李静已经
结婚，育有一子一女。她的丈
夫也是一名普通工人。目前，
他们一家四口人，仍住在出租
房里。

对于这个决定，李静的家
人并不意外。

李静的家人表示，李静自
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她的
父亲是教师，她从小受到父亲
的影响，爱干家务活，孝顺父
母，尊敬人、同情人，爱与同
伴分享快乐。上中学时，她留
给同学最深的印象是爱劳动，
爱助人，爱吃亏。大学期间，
她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3月 9日下午，王少宇小学
专 门 举 办 了 李 静 捐 款 助 学 大
会。李静郑重宣布向母校捐款
两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并鼓励
学生们努力学习，快乐生活，
健康成长，早日成才。一名村
民 说 ， 李 静 不 仅 是 个 孝 顺 闺
女，而且是个关心下一代的好
青年，值得全村人学习。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杨 淇）
3月17日上午，市民张先生和父
亲带着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来
到市交警支队秩序管理示范大
队，感谢黄河路中队辅警郭敬、
高翔。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
3月10日中午，张先生的母

亲骑电动三轮车送孙子上学，行
至市区舟山路与海河路交叉口发
生事故，张先生 60岁的母亲受
伤严重，意识模糊，9岁的孩子
受到惊吓，守在奶奶身边啼哭不
止。

此时，黄河路中队泰山岗辅
警郭敬、高翔两人，下班刚好路
经此处。

见到路口左转道处围了好多
人，车辆通行缓慢，郭敬、高翔
两人猜测发生了事故，赶紧上前
查看情况，见老人躺在地上，嘴
上有少量血渍。

两人根据以往学过的紧急处

理知识，判断老人可能腿骨骨
折，不能挪动，立即拨打120求
助。

随后，郭敬和高翔安抚老人
和孩子，询问其家人联系方式，
并和肇事司机沟通，疏散人群，
联系交警。

不一会儿，急救人员赶到，
郭敬和高翔帮忙将老人抬上救护
车。救护车走后，郭敬和高翔联
系上了张先生，告诉他其母亲已
经送往医院，不要慌张。

“多亏了两位同志及时帮忙
救助，防止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保障了老人和孩子的安全。”张
先生说，他的母亲清醒后，表示
一定要感谢两位辅警。

面对感谢，两位辅警都显得
不好意思。

“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同事都会这样做的。作为
交通辅警，这是职责所在。希望
老人尽早康复。”郭敬说。

同一路口 不到俩月违章29次
驾驶人提出异议，交警认真分析，结论仍是未按规定系安全带

违法记录违法记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辉辉 摄摄

在广州打工的李静

捐款两万元回报母校

老人受伤 辅警相助

春 暖 花
开，河提游园
的美景吸引不
少市民前去观
赏 。 3 月 18
日，记者却看
到与美景不和
谐的一幕，几
名儿童爬到树
上玩耍，既不
安全也不文明。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