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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周亚涛）昨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从“小
雪”开始，我国广大地区气温下降，逐渐降到

0℃

以下，虽开始降雪，但雪
量不大。 这时，经常外出的市民应注意防寒保暖。

我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
降，三候闭塞而成冬。”由于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中的阴气下降，导致天
地不通，阴阳不交，所以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

“小雪”以后，天气寒冷，人们也要顺着时令变化，心情宜静，饮食宜
暖。早睡晚起，悠然自得，减少消耗，保存阳气。在食物进补上，可适量温
性或热性食物，以提高机体的耐寒能力。同时天气阴冷，人们的心情也受
天气状况影响，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引发抑郁症，老年人要有意识地多参
加阳光下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在室内可以喝茶、练习书法等，能够怡
养心情、调神养生。

据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本周我市受冷空气影响，一直以多云
天气为主，气温也较上周低。

22

日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气温进一步下
降，最高气温

10℃

左右，最低气温
2℃

到
3℃

，同时伴有
3

级到
4

级的偏
北风。 预计

23

日天气由小雨转多云，

24

日晴天转多云。

本报在此提醒市民，早上骑车上班，要注意做好保暖防风准备，戴上
帽子、口罩等，以免受冷着凉。

“小雪”节气到天寒需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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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族”催生陪练行业

我市陪练市场较为冷清
� � � �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熊晓辉）近
年， 由于驾校里学车考取驾照的人太
多，不少已经拿到驾照的“本本族”面临
着不敢上路的问题， 陪练行业应运而
生。 近日，记者对我市私人陪练市场进
行了调查。

家住民权路柳堤春晓小区的王女
士今年

5

月买了辆新车，虽然去年已经
拿到了驾照，但是有了新车之后她仍然
不敢上路。 王女士告诉记者，之前听说
很多可以提供陪练服务的个人和公司，

于是她便通过网络联系了一名提供个
人陪练服务的教练。通过一段时间的陪
练之后，她对驾车技术进行了“回炉”，

对新车驾驶也不再陌生了。

记者走访后发现，在我市一些小区
的

DM

广告中，“带车陪练”的广告随处
可见； 在一些信息网站上记者看到

,

也
有很多人打出了“汽车陪练”或“带车陪
练”的广告。

随后，记者通过广告上的联络方式
联系上了一名可以提供陪练的余教练。

他告诉记者， 自己是市内某驾校的教
练，技术娴熟，持有

A1

证、

A2

证，具有
10

年驾龄，并保证用最短的时间让练车
者学会真正的道路实战驾驶技能。

余教练告诉记者， 收费标准是手动
挡

100

元
/

小时，自动挡
110

元
/

小时，

2

小
时起约，包油。 如果自带车则

60

元
/

小
时，

3

小时起约。余教练还告诉记者，他
的车在副驾驶位置安装了刹车，一旦遇
到特殊情况可以保证不发生意外。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陪练都
是个人提供服务， 且都提出各种承诺，

陪练费用为每小时
80

元至
100

元，如
果使用练车者自己的车辆，价钱还可以
更便宜。

记者了解到，虽然一些刚拿到驾照
的“本本族”选择了驾车陪练，一些较大城
市的带车陪练市场火爆，但我市带车陪练

市场显得较为冷清。一些提供陪练服务
的教练告诉记者， 电话咨询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交钱练车的并不多。对于这种
现状，陪车教练认为，主要是受我市消
费水平的限制。但随着市民消费水平的
提高带车陪练市场前景应该不错。

余教练告诉记者，很多市民听到报
价后都表示价格太贵，难以接受。“按照
这种价格来算，当前一些驾校的学费为
4000

多元， 只够
40

多个小时的学时，

两天两夜就能学会吗？ ”市民李先生对
带车陪练提出了质疑。 对此，余教练表
示，陪练是针对刚拿到驾照的新手驾驶
员，他们有一定的基础，对自己单独上
路没有把握，也可以说是对新手驾驶员
的深造。 “驾车者从拿到驾照到真正具
备熟练的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过渡期，通
过陪练可以缩短驾车者的过渡期。如果
陪练能让驾车者短时间内学到熟练的
驾车技术，为什么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在路上学习呢？ ”余教练说。

在采访中，一些想找陪练的市民对
陪练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也提出了疑问：

“在陪练的指导下上路发生交通违规、

交通事故等，责任应该谁来负？”多数陪
练教练表示， 只要练车者有陪练指导，

一般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万一“出事”由
陪练承担责任。

记者就带车陪练相关事宜咨询了
市运管局。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运管局
只负责驾校方面的管理，目前对带车陪
练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管理，而在法律法
规中也没有相关规定。相关法律人士告
诉记者，陪练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存在
着安全隐患，如果练车者与陪练者仅仅
是口头达成协议，一旦发生事故无法进
行责任划分，建议练车者最好事前与陪
练者签一份书面协议，避免发生事故后
产生纠纷，这样不论对练车者还是对陪
练者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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