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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马依钒王
洋）开车本是件开心事儿，停车却成
为窝心事儿。如今，随着汽车数量的
不断增多，市区车位越来越难找，路
边停车罚单找，小区停车得回早，很
多市民表示， 想随时找个停车的地
方，真难！

昨日下午， 市民刘先生把汽车
停在统一街靠近人行道的路边，到
附近单位办事。半个小时后回来，一
张违章停车的罚单被贴在了车窗
上。刘先生说，这已经是他两个月以
来领到的第二张违规停车罚单了。

说起停车的事儿， 刘先生颇感
无奈：“在道路上违章停车是不对。

但是现在很多单位的配套停车位太
少了，尤其是开车去一些单位办事，

找车位真难。以我们单位为例，

4

年
前，我刚买车的时候，单位的车还不
足

10

辆， 现在单位里已经
20

多人
买车。以前停车不是问题，现在停车
成了难题。 ”

家住颐和花园的周振川对小区
停车难有着深刻的感受：“晚上下班
停车时基本靠抢，早上开车上班时，

汽车又一时半会儿倒不出来。 最麻
烦的状况就是， 总会有那么几辆车
老是停在狭窄的路边， 半个车身都
在路上， 真是考验司机的驾驶技
术。”他说，如今到哪儿都停车难，到
市区商场买点东西，找车位得好久；

去一趟医院，排队找车位更是麻烦；

早晨开车去上班， 就得提前想好车
停在哪里好出去。

在我市餐厅、酒店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停车难的问题也很
显著。

19

日晚上
8

时，在北京大街体彩广场附近，记者看到，密
密麻麻的汽车已经把道路两旁的非机动车道“占领”，有的车辆
还直接停到了人行道上，行人则不得不绕行。 昨日中午，在解放
路一酒店门口，记者看到一张停车提示牌，提醒就餐顾客可以把
汽车就近停放在路边空地上，不收取停车费用。 那么，这样停车
会不会遭遇到交警的罚单呢？据该酒店大堂负责人介绍，交警不
会经常来贴罚单，他只见过一两次。

交警部门的调研资料显示， 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与现有停
车位数量缺口比较大是我市中心城区停车难的主要原因。 据介
绍，

1998

年信阳撤地建市时， 汽车保有量为
2

万余辆， 到
2012

年已突破
12

万辆汽车，城市常住人口
45

万余人，平均每
4

人就
拥有一辆汽车。 但是与其配套的道路面积及停车泊位的数量却
没有与之相适应。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我市每

80

辆机动车才有
一个合法的停车泊位。

80

辆汽车共用一个停车位，这样以来，停
车怎么能不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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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吃水都很困难，但当看
到农村留守老人缺水吃时，他毅然
坚持每天给老人挑水。 三十七八摄
氏度的高温， 不干活都出一身汗，

而他却不顾炎热天天坚持。 ”

8

月
17

日，罗山县灵山镇居民程学刚向
记者反映，该镇张楼村小学教师黄
和基乐于助人的事迹。

举手之劳，没啥！

8

月
19

日上午，记者来到张楼
村小学见到了黄和基老师。 “没啥，

都是乡里乡亲的，挑几担水是举手
之劳。 ”身体单薄的黄和基腼腆地
对记者说。

灵山，素来山清水秀。 这里河
道遍布，溪流淙淙，当地居民从来
没有为水而犯愁。 而今年夏季的高
温少雨， 却让这里的河道断流，水
井枯竭

,

该镇街道和农村的居民饮
水出现了困难。

7

月
30

日， 张楼村下楼组
77

岁留守老人李光成家里水井开始
断水，老两口吃水成了大难题。 暑
假护校的黄和基得知这一情况后，

找来两个水桶，把从学校老水井里
抽出的水挑到老人家中。 “挑水还
是童年的记忆，现在镇上和学校都
安装了自来水，农村家庭里都打了

水井，谁还挑水吃呢？ 今年干旱，自
来水也流不出来了，水井也没水了。

幸亏学校备有一口老水井， 隔一天
能抽出五六担水来， 我每天上午来
学校抽出这些水，挑到老人家中。 ”

黄和基说。

黄和基家住在灵山镇街道，离
他任教的张楼村小学

4

里多路。 他
家吃水也困难，所以，每天半夜他都
要起床去镇边的老土井取水。 早上
吃完饭后，他就急忙赶到学校护校，

然后给李光成家挑水。

记者在李光成老人家看到，

3

个缸和
4

个桶里已装满了水， 但水
质浑浊。 “这是黄和基刚挑的，水井
蓄一天就这点水，再抽就没有了。 ”

李大爷说。

他是一个大善人
今年

46

岁的黄和基是灵山镇
本地人。

1985

年他从信阳师范学校
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农村小学任教，

至今
28

年。

黄和基在张楼村小学任教已经
10

年了，在这个只有
100

多名孩子的
乡村小学里，他既是老师又是家长。

“学生大部分都是住校的留守儿
童，因为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差，所
以，黄老师经常给孩子们洗衣服、辅导
功课。每天孩子睡觉以后，黄老师总是
不放心，挨寝室查看，生怕孩子出啥问

题。他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总
是呵护有加。 因为家离学校近，所以，

每年寒暑假，他都要求看护学校。 ”同
是乡村小学教师的李永强说。

张楼村小学坐落在一个小山顶
上，而李光成老人的家就在山脚下。

沿着弯曲的山路从学校到李光成家
大约

300

米。

“我的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得
知我们老两口在家遇到吃水困难时很
焦急，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多亏了
黄老师这样的好心人。 ”李光成说。

“挑一担水来回少说也有
500

米，黄老师每天给我挑
5

担水，这来
来回回就是

2500

米。三十七八摄氏
度的高温， 高高低低的山路， 至少
80

斤重的一担水，对黄老师这个教
书人来讲，要出多大的力气呀！而黄
老师恁是坚持了下来。 有时他给我
挑完水， 我心里过意不去让他在家
吃饭，他总是婉言拒绝，连一支烟都
不抽，真是个大善人呀！ ”李光成感
动地对记者说。

“做人得讲良心，咱既然知道了
老人家无水吃， 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况且学校离他家近，学校水井里还有
一点水。 要是学校里的水井没水了，

我想帮忙也帮不上了。 ”黄和基说。

身边人身边事

信阳 154医院肛肠诊疗中心

省、市医保（新农合）定点医疗单位

全程无痛 微创快捷

健康咨询：

0376-6160154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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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以来，我市高温无雨，湖堰水干，河道断流，井水枯竭
,

广大农
民饮水困难。 而最为困难的是农村留守老人，他们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在自
然灾害面前更加脆弱。 爱心，在烈日下彰显———

山村教师冒酷暑

坚持为留守老人挑水

本报记者张勇杨长喜

在学校老水井里抽水。

沿着山路给老人挑水。

解放路上，不少车主将车辆停在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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