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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12 月 24 日，记者从舞
阳县交警大队了解到，为持
续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
文明意识、法治意识，有效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舞阳交警实名公布了一批终
生禁驾者的名单。

据了解，这批名单上共
有5人，禁驾原因均为“造
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
罪”。

这 5人有的持 CI驾照，
有的则为A2驾照。

据交警部门介绍，“终
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政
处罚，意味着驾驶人终生不
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
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
车驾驶人做出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
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的
行政处罚。

此外，公安机关已将这
些禁驾人员名单录入驾驶人
管理黑名单，一旦发现禁驾
人员报考驾驶证，系统就会
自动锁定报警。若被“终生
禁驾”后仍开车上路，驾驶
员一旦被公安交警部门查
获，将按照“无证驾驶”给
予相应处罚。

舞阳5名司机

肇事逃逸 终生禁驾

记者将棉衣转交给刘红霞记者将棉衣转交给刘红霞。。

1212月月2626日日，，临颍临颍
县第二届文艺精品创作县第二届文艺精品创作
节目展演举行节目展演举行，，拉开了拉开了

““春满临颍春满临颍、、欢乐过欢乐过
年年””春节系列群众文化春节系列群众文化
活动的序幕活动的序幕。。

本报记者 杨 淇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王辉

“原来人行道的马路牙
子高出路面二三十厘米，抬
脚时，有时候一趔趄。”昨
日上午，在市区崂山路北
段，居民宁老太太说，现在
人行道的马路牙子重新整修
后，坡也缓了，她从路面上
到人行道时也不绊脚了。

“之前，为了让运货的
车上来，我们在道边搭个铁
架子，现在好了，铁架子撤
掉了，运货车上来也方便

了。”和宁老太太有同样感
受的，还有附近的商户们。

马路牙子不起眼，行走
在街头，经常看见一些马路
牙子或缺损，或高低不平，
或七扭八歪。有的市民嫌它
工艺不精、老绊脚，上下车
不方便，把它垫平或搭个木
板、铁架。

“抓城市精细化管理，
要注重设计细节，从小处着
手，最大程度地便民、利
民。”12月26日，市投资建
设项目代建中心有关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在市区修路
时，他们学习国内精细化设
计理念，出台了《人行道精
细化施工标准》，将道边设
计由普通道边更换为异型道
边，方便群众、自行车、轮
椅上下人行道。目前已经对
淮 河 路 （嵩 山 路 — 黄 山
路）、海河路 （崂山路—交
通路）、崂山路 （辽河路—
河堤）、岷江路 （黄山路—
交通路）、会展路 （黄山路
—交通路）、交通北路 （淞
江路—嫩江路）按照新的精
细化标准施工完成。

马路牙子不绊脚了

新的马路牙子新的马路牙子。。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12月 26日上午，记者带着
爱心人士捐赠的物品，驱车来到
黄河路东康桥水岸小区、香山路
燕山花园小区和五一路 379 号
院，完成了三名市民的微心愿。

记者先来到黄河路东康桥水
岸小区的小杨家里。小杨 6岁，
患有脑瘫，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平时由 60 岁的奶奶张玉环照
顾。同时，张玉环还要照顾小杨
的妹妹和弟弟。

走进房间，记者看到小杨在
沙发上躺着，旁边还有两个孩子
在玩耍，桌上还放着吃剩下的饭
菜。张玉环告诉记者：“孩子的
父母都外出工作了，平时我一个
人照顾三个孩子，做饭都要挤时
间。”接过爱心人士捐赠的小零
食后，张玉环非常高兴，并表示
非常感谢。张玉环还让孩子们给
记者道谢。孩子们看着各种各样
的零食，也非常开心。

“养三个孩子真的负担很
重，平时为了节省，很少给孩子
们买小零食。特别是老大小杨，
患有脑瘫，没有吃过啥零食。”
张玉环说，“爱心人士给他买这
么多零食，非常感谢！”

记者第二站来到燕山花园小
区。走进刘红霞家，记者看到屋
里沙发上放着一些衣服。刘红霞
告诉记者：“这些衣服是附近一
个学校的老师捐给我们的。”

刘红霞告诉记者，她有三个
孩子。她的儿子小时候打针落下
了残疾，儿媳妇说话不利索，患
有夜盲证，平时家里的事都是她
在操办，偶尔让儿媳妇帮点小
忙。“俺孩儿有两个孩子在上小
学，虽然学校不怎么花钱，但补
课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儿子
现在虽然在外打工，但工资并不
高，现在住的房子是另一个女儿
的。”刘红霞说。

面对爱心人士捐赠的保暖内
衣，刘红霞表示非常感激。刘红
霞说，由于家里的收入较低，他
们几乎没有添置过新衣物。真的
非常感谢捐赠衣物的爱心人士。

随后，记者又驱车来到五一
路379号院。来到李先生家，记
者见屋里非常整洁。

李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只
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俺妈出去
帮我拿药去了。”说着，李先生
就把日常吃的药拿出来给记者
看。当记者询问他的情况时，他
告诉记者：“我今年37岁，1982
年生的人，自从患了病每天都要
吃药，日常生活就是早起买菜，
拖地，闲时会跑跑业务，父亲为
了我也一直在努力工作。”

当记者把爱心人士捐赠的帽
子、围巾给他时，他不停地说

“谢谢”。他还当场试戴了一下帽
子和围巾。

“非常合适，以后早上出去
买菜不用怕冷了。”他笑着说。

对于其他微心愿，记者征集
到物品后将陆续帮他们实现。对
征集到的微心愿和物品，本报将
进行公示。欢迎广大爱心人士加
入到我们的“圆梦微心愿”活动
中来。点亮微心愿热线为0395-
3139148。

阳光暖冷冬 物品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