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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国好人榜”出炉
潢川县青年张雷上榜

信阳消息（记者徐杰）

近日
,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
国文明网承办的“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揭晓

2013

年
9

月“中国好人榜”名单，我
市首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河南
泰合（潢川）集团总经理张雷榜
上有名，当选“见义勇为好人”。

2006

年
12

月
29

日晚，时
为河南司法警官学院学生的张
雷乘坐的卧铺大客车在回家的
路上， 大客车突然发生车祸翻
倒在公路边， 车的前半部悬于
水塘之上， 车上乘客都被撞得
头破血流，昏迷不醒，车头悬空
的大客车随时都有掉进水塘的
危险。 满脸是血的他顾不上自
身安全，挺身而出，不仅帮助乘
客全部脱险， 还帮助乘客取回
了车上的贵重物品；

2006

年
11

月中旬， 在郑州市二七纪念塔
附近， 见义勇为的张雷曾赤手
空拳擒下抢包的持刀歹徒；

2008

年
10

月
4

日他把一个胳
膊摔成严重骨折的留守儿童送
往洛阳白马寺义务救治；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他积极
参加汶川抗灾志愿服务， 工作
中胳膊严重受伤；

2011

年
9

月
在连霍高速洛阳段， 大货车发
生连续追尾， 在急救人员和消
防人员无法赶到的情况下，只
身一人勇救被困司乘人员，感
动了在场的每个人。

张雷先后获得“中国骄傲·
第六届十大和谐新闻人物”“河
南省优秀团员”“感动中原十大
人物” 提名奖，“信阳市首届道
德模范”“潢川县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等殊荣。

出租车运营“新国标”，许多我市早已执行

部分新标准短期内不被市民看好

信阳消息（记者张方志）昨日是
“世界标准日”， 而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于

13

日正式批准发布
35

项国家标准，其中最新修订的《出租
车运营服务规范》为出租车司机制定
了

26

条服务用语， 以及多条服务要
求，最受广大市民关注。 对于出租车
运营“新国标”，我市出租车管理办公
室表示，很多标准都早已在执行。 而
一些新的标准，如出租车司机需佩戴
服务标志，运营前和运营中忌食有异
味食物，提倡说普通话，使用包括“很
高兴为您服务”“请系好安全带”“请
记住我的车牌号”“您需要打开空调
吗”等

26

种中文和英文用语，广大市
民则表示短时期内并不对此看好。

拒载，不打表等行为早就在禁令
之中

河区出租车管理办公室主任
夏传友告诉记者，“新国标”中的一些
规定，其实很早以前就写在我市出租
车行业管理办法之中了。 “针对出租
车司机拒载， 拉客不打表等行为，我

们一直在严肃查处。 ”夏传友告诉记
者，“如果乘客向我们举报说有出租
车司机拒载，我们首先会找乘客进行
核实，如果经查属实，那我们就会责
令出租车司机写出书面检查，并向乘
客进行赔礼道歉。 情节严重的，我们
会对其进行

3

至
7

天的停业处罚，并
要求司机在停业期间接受出租车服
务道德和规范等方面的学习。 而对那
些拉客不打表的行为，我们的处罚会
更重。 除了接受处罚外，学习时间还
会延长。 如果一名司机一年中有两次
被举报， 那么我们会将其列入黑名
单，对其的处罚力度会更大。 ”

部分“新国标”短期内不被市民
看好

出租车运营“新国标” 中规定，

出租车后备厢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
品的空间不少于后备厢的

2/3

；司机
需佩戴服务标志，运营前和运营中忌
食有异味食物，提倡说普通话，使用
规范服务用语。 其中，服务用语应使
用包括“很高兴为您服务”“请系好安

全带”“请记住我的车牌号”“您需要打
开空调吗”等

26

种中文和英文用语。

对此， 绝大部分市民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短期内并不看好。“就拿后
备厢来说吧， 现在出租车后备厢都有
个大气罐子， 光罐子估计就占了后备
厢一半的空间， 这个标准肯定行不
通。”市民王先生说。“让信阳出租车司
机说普通话感觉不靠谱， 因为我们整
个市区都没有说普通话的氛围。”市民
刘女士如是说。 “其实，我们对出租
车的最高要求仅仅是不被拒载、不
漫天要价。 至于让他们对我们乘客
说‘很高兴为您服务’‘请系好安全带’

等关爱性的话语，感觉他们说不出，我
们也不奢望。”市民周先生坦言，“出租
车是一个城市的窗口，提高出租车行
业的服务水平和从业人员的素质，

确实有必要，国家在此推出新的运
营规范确实是好事， 但就我市目前出
租车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和素质来看，

要达到‘新国标’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 老人撞树锻炼身体

树木受伤但不一定能健身
信阳消息（记者吴楠）锻

炼身体， 对于老年人健康而言
大有裨益。 练剑、打太极拳、跑
步……河公园里， 每天都有
不少市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锻炼身体。可是，一些不太文
明的健身行为也随之出现，在
公园内一些老年人直接把树木
当成了健身器材， 这样既不利
于树木生长，还有一定的危险。

10

月
14

日， 记者在河
公园看到锻炼的人很多， 其中
老年人居多。 不少老年人三五
成群，或是唱歌跳舞，或是打太
极拳。 在动物园对面的小山坡
上， 不停用后背用力撞击树干
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

记者采访了正在撞树的老
人。 据她介绍，从广播上听到
经常撞树对背部能起到按摩
作用。 记者看到老人背后这
棵粗壮的银杏树树皮几乎已
被磨平。 旁边一个正在击打
树木的老人说： “用手击打树
就跟练习拳击一样。”他告诉记
者，经常撞树能够活血，而且
还能治疗颈椎病， 他跟几个
老朋友十分喜欢这样的锻炼
方式。

与此同时， 在距离老人撞
树不远的樱花园里，记者看到，

一个老人正把腿放到小树枝丫

上压腿弯腰， 还有一个老人双
手抱着一棵小树来回晃动腰
部。由于小树长得不太粗壮，当
他抓住树枝摇晃时， 整棵树都
在颤抖。记者上前询问，老人则
表示他们经常这样锻炼， 没出
过什么问题。 记者看到小树因
长时间被人抓握， 树干变得滑
溜溜的。

在公园散步的陈女士称，

撞树健身虽然可以达到锻炼身
体的目的， 但树木肯定会受到
伤害，即使再粗壮的树木，如果
长期受到撞击， 也会对树干造
成不良影响。

那么撞树是否真的能够起
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呢？ 记者采
访了几个老人， 有人说：“撞树
时背部会很舒服！ ”也有人说：

“看着别人撞树锻炼，自己也就
跟着学，有没有效果不知道！ ”

对此记者采访了申城大道
一社区门诊的金医生， 他告诉
记者， 用背部撞树跟按摩推拿
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预防颈椎
病等的确有一定的功效。但是，

老年人骨质比较疏松， 长时
间碰撞很可能会造成机体损
伤。 而且有不少老人会边撞
树边聊天，注意力不集中，若撞
击过重也很难保证锻炼的效果
和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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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路商业步行街是市中心城区的重要节点，因年久失修、疏于管理，街口
区域地面破损严重，早餐摊群脏乱无序。 随着创卫的持续深入，河区五里墩办
事处近期着力对该商业街进行综合整治，除修补路面、清洗墙壁外，还规范了早
餐摊群。 图为办事处工作人员在为早餐摊点统一配发崭新的遮阳篷。

本报记者方慧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