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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了红灯 丢了文明

开车乱按喇叭不文明行为之三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红灯停，绿灯行，是老少皆知的
最基本的交通规则。随着我市交通设
施的逐步完善、交通秩序整治以及市
民素质的提高，交通违法现象大幅减
少。但是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仍
有部分市民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等
现象仍然存在。

【解放路与滨河路交叉口】
男子“等不及”，跑过斑马线

8月20日，在市区解放路与滨河路
交叉口处，许多市民都认真遵守交通
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有一位中年男子在由西向东等红
灯的时候四处张望，看到车辆少了，
就沿着斑马线快步向路对面走去。当
他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一辆车由南
向北正常行驶，男子不得不停下来等
待，等车辆从面前驶过之后他一路小
跑跑到了路对面。

在斑马线处等待的市民看到这种
情况纷纷摇头。市民李曼告诉记者：

“现在全市都在努力‘创文’，闯红灯
的人越来越少，还是有人总是‘等不
及’要闯红灯过马路。‘宁停三分不抢
一秒’，希望大家都能慢下脚步，安全
最重要。如果真是有急事，可以早点
出发，稳妥出行。”

【太行山路与龙塔路交叉口】
红灯亮起，电动车加速冲过

接着，记者来到市区太行山路与
龙塔路交叉口，看到这里人流量车流
量比较大。

红灯亮起时，一名中年女子骑着
电动自行车刚走到路口，看到刚刚变
红灯，东西方向的车辆还没启动，女
子加大电门，快速冲向对面。

过了几秒钟时间，一辆红色的电

动三轮车由北向南经过路口时，看到
是红灯，司机减慢速度左转右拐躲避
过东西方向通行的人们，到了路口对
面。

他们的行为引来东西方向正常过
马路的市民的不满。市民张磊说：“这
样多危险啊，要是磕着碰着怎么办。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希望大家都能
慢下脚步，安全最重要。这样的行为
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对别人的安
全造成威胁，希望这样的人能提高交
通安全意识，改变这种爱闯红灯的陋
习。”

【舟山路与淞江路交叉口】
右转红灯，两辆车接连闯过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舟山路与淞
江路交叉口，看到由南向东、西方向
的左转和右转箭头指示灯均亮起红
灯。左转车辆停下有序等待。右转车

道上，一辆出租车快速开了过来，毫
不迟疑地越过等待线向东行驶，后面
一辆私家车也跟着迅速通过。

“这个路口右转设置有指示灯，偶
尔会有司机闯红灯。这样不仅影响由
西向东方向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
自己也可能会被罚，希望这些司机都
能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出行。”家住附
近的市民贺女士告诉记者。

太行山路与龙塔路交叉口，几辆三轮车、电动车闯红灯。

本报讯（记者 齐 放）“农村电商
技能人才是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
的基础，也是农村创业创新的骨干力
量。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
是电商知识普及不够、技能人才缺
乏。”8月 21日上午，市科协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我市将充分发挥科协紧
密联系科技工作者的优势，用好基层
科协组织和科协所属学会两个网络，
努力打造特色鲜明、适应需求、群众
欢迎的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品牌。

据介绍，我市近日专门印发 《漯
河市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工作实施
方案》，加强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
推动电商知识和电商技术进村、入
户、到人，培育一批既懂农业又懂互
联网的新型农民，可以有效推进信息
化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提高农业
发展质量和效益，厚植农村“双创”
沃土，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现代农业强市建设。未来三年，我市
将持续完善全市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
训基础设施、培训体系和政策环境；
完成 2600 名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

对完成培训并达到农村电商技能人才
培训标准的颁发资格证书；依托农技
协和科普示范基地建设 56个农村电商
示范商铺；农村电商科普受益人员达
到 3万人，为培育新型农民夯实基础，
促进农民创业创新，助力现代农业发
展。

据了解，未来三年，我市农村电
商技能人才培训的愿景是：

2017年，我市将初步建立农村电
商技能人才培训体系，完善基本政
策、制度；培养300名熟练掌握电商知
识、具备应用技能的农村电商技能人
才，培育一批能够独立运营网店、达
到农村电商技能人才标准的骨干；依
托农技协、科普示范基地等建设3个农
村电商示范商铺；全年农村电商科普
受益人员达到3200人。

2018年，全市农村电商技能人才
培训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制度体
系和政策环境基本完善；培养800名熟
练掌握电商知识、具备应用技能的农
村电商技能人才，再培育一批能够独
立运营网店、达到农村电商技能人才

标准的骨干；依托农技协、科普示范
基地等建设9个农村电商示范商铺；全
年农村电商科普受益人员1万人。

2019年，全市农村电商技能人才
培训基础设施、制度体系和政策环境
进一步完善；培养 1600名熟练掌握电
商知识、具备应用技能的农村电商技
能人才，能够独立运营网店、达到农
村电商技能人才标准的骨干队伍带动
作用显著增强；依托农技协、科普示
范基地等建设 20 个农村电商示范商
铺；全年农村电商科普受益人员达到
1.2万人。

我市实施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计划

厚植创业沃土 培育电商人才

本报讯（记者 齐 放）“目前我市
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工作，以摸清我省古树名木资源‘家
底’，切实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8
月 21日上午，市绿化办相关负责人董
秋彪告诉记者。

“古树名木不仅具有很高的欣赏价
值、历史价值，还蕴藏自然密码，从
一个侧面反映并记录着历史变迁，对
研究气候、水土、空气等自然变化有
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古树名木
也是珍贵的基因资源，对林木良种选
育具有重要利用价值。摸清全省古树
名木资源现状，对于切实加强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积极推进古树名木保护
长远规划、完善保护政策、发挥古树
名木资源的独特价值等各项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董秋彪向记者介
绍，古树，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
木。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树木为一级古
树，树龄在 300年至 499年的树木为二
级古树，树龄在 100年至 299年的树木
为三级古树。名木，是指在历史上或
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历代名人、
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
史文化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以及
珍贵、稀有的树木。名木不受树龄限
制，不分级。

据介绍，此次普查的主要任务是
全面查清全市范围内古树名木资源的
数量、种类、分布状况、健康状况、
权属、责任单位及传说记载等情况，
拍摄古树名木数码照片并采集GPS定
位数据，形成完整的文字、影像、电
子资源档案。

届时，每棵古树名木都将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11位“身份证号”，扫一扫
身上的二维码，就能获取古树名木的
所有信息。如果你身边有古树名木，
可以与当地绿化办联系，让它们都能
办上“身份证”，后续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管理。另外，根据我市自 2001年以
来 4 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数据，目
前，漯河市境内现存古树名木约有
1100多棵。

“普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来我
市的古树名木将实行分级落实管护主
体，把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
产，客观记录和生动反映社会发展和
自然变迁的历史记忆很好地传承下
去。”董秋彪说。

古树名木
将有“身份证”

位于舞阳县文峰乡白果树村的古
银杏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