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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市委老干部局夕阳红合唱团为信阳富帮养老院的
老人们送去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合唱团的演员满怀深情，齐声高
唱《东方红》《祖国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

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图为慰问演出时的情景。 朱平摄

驾校学车，麻烦为啥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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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车的依赖程度不
断加大，开车已逐渐成为当今人们
的一项基本技能。 无论是在单位，

还是跟亲朋好友在一起，会开车有
时确实十分方便，所以，现在很多
市民不管有车还是没车，都想先考
本驾照。 于是，驾校的生意就越来
越火了，而其中所产生的种种“问
题”也随之而来。

报名
3

个月至今未考科目一
考过驾照的人都知道，所谓的

科目一就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在准
备学车之前必须要学习并且通过
考试的一个初期过程， 其学习、考
试的内容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规章；道路交通信号灯的含
义；安全行车、文明驾驶的知识等。

只有通过了这一项，才能有资格进
行上车学习。一般是在学员到驾校
报名后

1

个月之内，驾校就安排进
行考试了。但是市民周先生向记者
反映：“今年

7

月，我在顺达驾校报
名学车，领了一本书后，该驾校工
作人员告诉我回家看书，等待他们
通知考试时间。 谁知这一等就是

3

个多月，这期间我给顺达驾校也联
系过， 问他们怎么还不安排我考

试，被他们一句‘好好看书复习，耐
心等待考试通知， 争取一次考过’

的解释挡了回来。 但据我了解，在
我之后去顺达驾校报名的学员有
许多都准备考科目二了，这令我十
分费解。 ”同时，周先生还对记者
说：“我是本地人， 而且在本地上
班，等一段时间无所谓，但如果是
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放暑假回来，

准备利用假期学车，被他们这样往
后推的话该怎么办？ ”

谁帮我“解决”了科目二？

“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我的科
目二是怎么过的！”一位两年前考过驾
驶证的市民孙先生对记者说。 据孙先
生回忆：两年前，他在交警队考科目二
的电子杆一项时，由于大意没有考
过，回到驾校后，驾校的工作人员
就问他，是‘解决’还是补考？ ‘解
决’的话交

600

元费用，整个科目
二（电子杆

+

小三项） 就免考全过
了， 要是补考的话交

100

元补考

费，跟着下一批学员的考试时间再
考。

“由于平时我在驾校练习科目
二的内容时还是比较认真的，考试
时只是因为大意没有考过，我就告
诉驾校的工作人员，我交

100

元补
考费，下次自己补考。 到了该补考
科目二的时间，我再次来到驾校准
备交补考费并办理补考手续时，驾
校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不用补考了，

他们已经帮我‘解决’，我现在只需
交付

600

元的费用就行了。当时从
交警队考完科目二回来时他们就
曾问我是否需要‘解决’，我就没有
同意，但最终还是帮我‘解决’了，

而且还叫我必须交付
600

元的费
用。他们口中所说的‘解决’也非常
有意思，我明明自己没有考过科目
二，却花上

600

元钱就过了，我究
竟是怎么过的？并且和我一起没有
考过科目二的学员花上

600

元钱
的‘解决费’，也都过了，他们究竟

又是怎么过的？”孙先生疑惑地说。

孙先生表示， 开车是个技术活儿，

如果像这样没有考试也能过，岂不
是“胡来”？

人多车少借车练习科目三
目前，很多驾校都已采取刷卡

登记课时的方法，来保证学员的培
训时间， 目的是为了让学员更充
分、更有效地掌握驾驶技术。但是，

最近记者与市民张先生闲谈时了
解到，张先生正在某驾校进行科目
三的学习，也就是“驾车上路”，虽
然现在登记课时，但是有时候人多
车少，即便上课了，也无法保证每
节课时应有的行驶公里数，所以很
多学员感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练
习。 张先生说：“人少的时候，车上
学员可以练习的路程就多，但是人
一旦多了，每个人就只能开上一小
段路程，所以说，虽然学员在驾校
按照课时进行了培训，但是学习的
效率难以保证。 ”记者近日也进行

了调查，张先生描述的情况确实存
在，以至于很多学员开始采用其他
方法练车，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向亲
戚朋友借车来练。 大家都知道，驾
校中的教练车和普通的汽车是不
一样的，因为教练车的副驾驶同样
设有刹车与离合踏板，方便教练在
出现紧急情况时， 帮助学员们处
理，而让一个正在学开车的人驾驶
普通的汽车，即使有老司机在副驾
驶陪同练习，也确实十分危险。 另
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开车上路必
须是取得驾驶证后， 借车练习的
话，岂不是无证驾驶？张先生认为，

驾校一定要保证学员每次上课时
所练习驾驶的公里数，每次上课时
车上的人必须限定，这样才能让学
员更有效地学好开车。

记者手记： 驾校责任重大，一
个合格的、负责任的驾校，能够培
养出一批批优秀的驾驶员，而如果
驾校不负责任的话，很有可能培养
出大量的“马路杀手”，威胁市民的
出行安全。 即日起，本报记者将走
访我市各个驾校，近距离、密切地
关注驾校学员的学习情况以及容
易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市民反馈。

新闻调查

他们用辛勤和汗水扮靓城市

———记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城市美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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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一年四季身着橘黄色醒目的服装
行走在大街小巷， 扫帚、 手提垃圾
袋、保洁车是他们的劳动工具。 他们
就是城市环卫工，可敬的“城市美容
师”。 他们每天上千次的弯腰低头，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我们整个城市
的干净整洁。

五六十岁的老人本应该是在家
安享晚年的时期，没事打打麻将、逛
逛公园或者含饴弄孙， 但很多环卫
工人还要为生计起早贪黑， 辛勤忙
碌。 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大部分路
段发现， 负责路面清洁的环卫工年
龄大都在

50

岁以上，他们中大部分
人都是我市周边农村或者县区的居
民， 因为种种原因由原居住地搬到
了市区。 由于之前没有正式工作，也
没有退休金或者补贴，在城市里，他
们只能选择继续工作， 挣钱来养活
自己。

负责申城大道申桥桥头到
107

国道路段的保洁工王大爷今年
58

岁，家在平桥区胡店乡，因孩子均在
外打工， 他和老伴儿在家种地比较
费力，几年前便来到了市区，并在远
离市区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 老两
口都干起了环卫工作。 他和老伴儿
负责的路段是在一起的， 因此两个
人之间也有个照应。

负责行政路西段至
107

国道路
段的保洁工赵丙兰从事保洁工作已
有

4

个年头了， 今年
67

岁的她家住
原

358

厂家属院，每天早上
7

时许就
要从家里来到自己负责的路段，开
始一天

8

小时的路面保洁工作。 当

被问到每个月的收入时，她无奈地摇
摇头说：“不值一提。 现在涨了，一个
月

800

元，除去生活费，剩下的都被
我存起来准备还因买养老保险欠下
的

4

万元钱。 ”而负责申城大道申桥
桥头至

107

国道路段保洁工作的王
大爷夫妇，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仅
够维持基本生活，除去房租、水电费
和平时的生活费，一个月也就剩下几
百元钱而已。

对于环卫工人而言，刚清扫干净
的路面又被一些不文明的人随手乱
扔垃圾是他们感到最无奈的事情。

“有些人往垃圾桶里扔东西， 随手一
扔， 也不管有没有扔进去就走了，有
时候刚打扫干净的路面又被人扔了
垃圾，没办法我只好回头重新打扫。”

负责申城大道西段保洁工作的一位
62

岁的女环卫工无奈地说，“最怕的
还是有人把垃圾扔在马路中间，打扫
也不方便，每次我都要小心翼翼地躲
着来来往往的车子， 跑到路中间去
捡。 ”

沿河路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女清
洁工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有些人比
较懒，垃圾桶就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
方，都懒得走那两步，好心上前劝说
他们不要随手扔垃圾， 要么遭他
们白眼， 要么就是把听到的话当
耳旁风。

城市的清洁需要这些默默奉献
的环卫工，也需要我们每一个市民的
积极配合，多走几步路把手里的垃圾
扔到垃圾桶里，举手之劳会让年老的
他们少弯几次腰； 给他们一些关爱，

会让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更美丽！

身边 身边 儿
人

事

见习记者吴楠李秋艳

气温猛下降保暖记住这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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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入侵，入秋以来猛烈的
降温，您该如何应对呢？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说，

在这样的天气里，最好记住以下几招。

一、戴上口罩出门：口罩可以有效防止灰尘、浮
沉侵袭你的呼吸道，还能避免感冒、气管炎、肺炎等
疾病。 但不宜让口罩捂得过严，捂出汗反而会降低
免疫力，还应每天换洗。

二、避免肌肤受伤：风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

时间一长，容易使皮肤变得粗糙脱屑，甚至引发皲
裂、瘙痒症等。建议洗脸时水温控制在

20°C~37°C

，

选用保湿效果较好的护肤品。

每天补充一定量的水分以及正确的饮水方法，

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肤功效。

三、戴上护膝护关节：骑车出行的人，不妨戴上
护膝、护腕，保护关节，以免其疼痛。

四、开窗通风换气：室内外温差过大也会导致
疾病高发。 建议视外面空气情况，每天开窗通风两
次，每次

30

分钟。

五、异物入眼别揉：有风的天气容易导致异物
进入眼睛里，此时千万不要揉，以免伤及角膜，从而造成
感染发炎，可多眨眼睛促进泪液分泌，将其排出。

六、心血管病人少出门：气温骤降，容易诱发中
风、脑梗死、心肌梗死等疾病。这些病人除了必要的
保暖外，尽量别出门，若非出去不可，最好在

10

时
以后；外出时最好带点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等药
物。

(

刘春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