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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工学院

2010

级应用化学本科班，其

就业协议书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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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李燕的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

200988003049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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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浉河区部分乡镇的农民驾驶无牌无证摩

托三轮车接送学生上学现象严重。 每到周五下午放

学时间，这些车辆就提前等候在农村中小学校门外，

从事营运，狭小的车厢里挤满学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为治理这一乱象，

5

月

23

日下午，浉河区勤务大队东风

路口中队组织交警前往浉河区游河乡， 配合当地综

治、派出所等部门，对校园周边违规搭载学生车辆进

行集中整治。同时，交警进校园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并向

接孩子的家长发放《交通安全一封信》。 图为交警暂扣

无证无牌摩托三轮“校车”。 本报记者 张 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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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首席记者 张方志）一窝

蜂盘踞在小区车棚的廊檐下， 吓坏了业

主，后消防员将“蜂窝”端掉，解除了潜在

危险。昨日下午，沿河北路运政小区内发

生了一场“人蜂大战”，结果以消防员大

获全胜告终。

门头上一窝蜂，好吓人！

“我家车棚门头上有一个巨大的蜂

窝，上面住满了蜜蜂，吓得我们都不敢进

门。”昨日

15

时，沿河北路运政小区院内

居民夏先生给本报记者打来救助电话，

说他们家最近被一窝蜜蜂搅乱了生活。

面对成千上万的蜜蜂， 夏先生不敢轻举

妄动，只好寻求帮助。

接到求助电话后， 记者迅速前往夏

先生的小区进行采访。 在夏先生的车棚

前，记者看见了那个巨大的蜂窝。蜂窝就

在夏先生车棚门头上方， 目测差不多有

一个足球那么大， 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

小蜜蜂。

据夏先生介绍， 这个蜂窝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的，他也没太在意。 “以前没注

意，前天进去推车子时，家里的小孩子发

现的，当时吓坏了，这万一惊动了它们，

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 夏先生对记者

说。

消防员端“蜂窝”，放心了！

看见如此巨大的蜂窝， 记者告诉夏

先生，要端掉它，最好找专业人员。于是，

记者就拨打了

119

电话，向消防员求助。

10

分钟后，浉河区消防大队北京路中队

的消防员赶到了现场。“这种蜂窝比较特

别，不能轻举妄动。”一到现场，消防员钱

金峰就对记者说，“其实这窝蜂没有蜂

窝，里面可能有一只蜂王，然后工蜂里三

层外三层地围在蜂王旁边， 就形成了一

个蜂窝状。”钱金峰说，要摘掉这样的“蜂

窝”，就得找一个大口袋，然后趁着蜜蜂

不注意，用口袋捂住蜜蜂，然后再用杀虫

剂往蜜蜂聚集过的地方喷洒， 以防止日

后它们再聚。

定下策略后， 该消防中队的指导员

刘文东就一边安排夏先生找口袋， 一边

掏出

20

元钱让一位消防战士赶紧去买

杀虫剂。

不一会儿，口袋和杀虫剂准备完毕，

这时消防员钱金峰和陈飞翔已穿上防

护服 ，然后拿着口袋和杀虫剂 ，顺着

梯子慢慢地爬向蜜蜂 。 “咕咚 ！ ”随着

一声闷响 ，只 见 整 个 “蜂 窝 ”都 掉 进

了大口袋里 。 “这就是这种 ‘蜂窝’的

特别之处， 蜜蜂们一个接一个像叠罗汉

似地摞在一起，稍有打扰 ，它们就会立

即掉落 ，然后迅速散开 。 ”刘文东告

诉记者。

15

时

50

分，“蜂窝”被彻底消除。 记

者从刘文东手中接过装有蜜蜂的蛇皮袋

子，掂量了一下，感觉不止半斤重。“这下

可放心了，再也不用怕蜜蜂蜇人了。 ”看

见“蜂窝”被端掉，夏先生终于松了口气，

“这多亏了几位消防员，谢谢！ ”

刘文东提醒广大市民， 一般蜂窝会

筑在不常有人住的地方， 比如老旧房屋

等地方，如果碰到这样大的蜂窝，自己一

定不要轻举妄动，要请专业人员摘除，以

免蜜蜂蜇人造成伤亡。

消防员正在等候时机端掉“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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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昨日

21

时

30

分讯（首席记者 张继疆 见

习记者 陈奕兆）天气渐热，我市小南门、肖家湾等几

处夜市区也日趋热闹，喝扎啤、吃烧烤，成为许多市

民晚餐、消夜的首选。 然而，记者昨日在几处夜市区

走访时发现，与市民曾经熟悉的烧烤相比，如今的烧

烤少了几分烟熏火燎，多了几分信阳味道，肉串、羊

排、鸡翅等烧烤类菜品纷纷不见，而许多摊点都开始

供应独具信阳风味的烤鱼。

昨日

20

时许，记者来到肖家湾夜市区，尽管天

还没有完全黑透， 但这里的大排档几乎已经都坐满

了人，与往常不同的是，由于没有烤串，不仅地面上

不再到处散落着竹签子， 而且各张桌子炭火炉上正

在煮着的是热腾腾的烤鱼，散发出的不再是油烟味、

孜然味，而是鱼汤诱人的鲜香。 记者大致数了一下，

肖家湾区域有近

30

家摊点， 每家摊点按

8

张桌子、

每张桌子每晚消费两条鲫鱼（一盘）来计算，每晚仅

鲫鱼一项，就至少要消耗掉近

500

条。

餐桌旁的食客们推杯换盏，不亦乐乎。 “不知道

为啥没有烤串了，开始还有点不习惯，就惦记着这家

的烤脆骨和猪皮。 不过换成烤鱼也挺好的， 比起以

前，起码少了不少的油烟味，也少了不少污染。”正在

往鱼汤里加千张的市民陈先生对记者说。

“以前烤羊腿、羊排污染太大了，不仅熏食客，而

且时间长了我们也受不了。”正在炭火上烤鲫鱼的摊

主告诉记者，“创卫嘛，这都要改，改成了前厅后灶，

以前放在街边的烧烤炉现在摆到屋里的抽油烟机下

面，好受多了。 如今我们刚刚开始转到烤鱼上来，生

意虽然不如以前红火， 但每天也能卖出三四十条鲫

鱼。 ”

“还是咱信阳的烤鱼好吃，鲫鱼烤得好，汤汁煨

得浓，最重要的是这个汤煮出来的千张，让人吃了还

想吃。 ”本是信阳人，后在外地工作的张女士对记者

说，“烧烤改了就改了吧，反正烤串在哪儿都能吃到，

但是烤鲫鱼还是咱们信阳的最好吃。 ”

嗡嗡嗡，门头上一窝蜂；灭灭灭，大口袋杀虫剂齐上阵

烧烤摊点悄然变身

信阳烤鱼渐成新宠

查处摩托三轮“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