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河肖家河新桥进入桥面铺装工序

8 月份可建成通车

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摄

信阳消息 （记者 张方志 ）
“桥体主要工程已经完成， 现在
进入桥面铺装阶段 ， 预计 8 月
通车。 ”昨日上午，在跨河肖
家河新桥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
一位施工方负责人如是说。 跨

河肖家河新桥是河南岸居

民通往北岸进入市区的一条重

要通道， 很多市民都对工程进
度十分关心。 昨日上午，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 记者

来到跨河肖家河新桥建设项

目施工现场。 当时，工人们正在
桥面上有条不紊地施工。有的在
焊接钢筋， 有的在装订模板，有
的在制作水泥面板，有的在清扫
施工场地。 “目前的工程已经进
入桥面铺装阶段，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工作都是相关工序。 ”现场
一位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桥
面第一层铺装层已经完成，现在
主要是在进行两侧人行道的施

工，电力管道的铺设等。 相较于
主体结构， 这些都是小工程，但
是过程要求比较细，比如贴人行
道上的大理石，一些美化亮化配
套设施的前期建设等。 ”

除了桥面铺装，桥体两头与
河南路和河北路的连接是该

工程余下工序中较为繁杂的一

项。 “最复杂的是桥体北头的工
作。 此处连接着南湖路和河北
路，是三岔路口，可能耗时稍长。
所以， 我们预计的通车时间是 8
月初。 ”这位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记者 李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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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那场大火“烤验”着我成长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毕业生罗建威立志报家乡

昨日，在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西区男生宿舍内，医学院临床专
业毕业生罗建威正在打包行李，
做离校前的最后准备。 两个鼓囊
囊的行李箱装满了罗建威入校 3
年来的点滴记忆。 “即将告别母
校，特别不舍，很多东西都不舍得
扔。 ”罗建威边说边将桌上的一
个小摆件塞进了行李箱。

马上，罗建威就要踏上回乡
的路途。 罗建威的家乡遥在 1700
余公里外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 千里之外的凉山冕宁县漫水
湾卫生院将是罗建威毕业后的下

一站去所。 “去家乡基层卫生院
做一名医护人员，在之前我是没
有想到的。 但两个月前的经历，
坚定了我回乡的决心。 ”罗建威
告诉记者。

4 月 7 日 16 时，冕宁县腊窝
乡腊窝村突发森林火灾。 过火面
积约 269 公顷的火灾烧红了家乡
的半边天空。 刚刚结束实习在家
休假的罗建威在家人的支持下，
参与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火

灾救援队伍中。 “去，你得去，这正
是需要你的时候。 ”在询问家人意
见时，同是党员的父亲连声支持。

经过 8 个小时的“急行军”，
罗建威一行救援队伍抵达了火灾

地带。 作为配合消防员的二线救
援队伍，罗建威与其他队员一同
寻找燃点，消灭余火，挖隔离带阻
止火势继续蔓延。远处火光冲天，

眼前浓烟弥漫， 在这样艰难环境
中， 罗建威饿了吃点随身带的干
粮，累了就地躺下休息一会儿。

除了高温浓烟的考验， 山上
的滚石是救援队员们难以预测的

危险。就在罗建威救火期间，同行
的一人被高处落下的滚石砸伤了

脚踝。 罗建威立即跑到受伤者身
边，对伤处进行包扎处理。作为第
二批上山救援的人员， 罗建威在
山上坚守了 3 天 3 夜， 一直等山
火被扑灭才下山。

“这 3天的经历让我一下子成

长了很多。 通过这次救火，我对家
乡的感情更深了，感觉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 特别是在火灾现场，那些
冲在一线的消防员让人感动。他们
中有些人才只有 18岁。 我今年 22
岁了， 理应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
任。 ”谈起救火的经历，本不善言谈
的罗建威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哪儿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
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谈话间，罗
建威已经打包好全部行李， 准备
前往凉山冕宁县漫水湾卫生院办

理入职手续。

电线扯成“蜘蛛网”
市蚕业试验站家属院内违规

充电让人忧

信阳消息（记者 吴 楠）“我们小区‘飞线’充
电都快扯成蜘蛛网了！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记
者反映称， 其居住的市蚕业试验站家属院 “飞
线”充电现象严重，由此造成的火灾隐患让居民
十分忧心。

王先生告诉记者， 市蚕业试验站家属院总共
有 4 栋楼，“飞线” 充电现象较为严重的是 1 号楼
和 2 号楼。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市蚕业试验站家属
院看到，1 号楼和 2 号楼中间，有与楼体等长的煤
棚，一扇扇红色的小铁门紧闭着。一条条电线从两
栋楼的窗户扯下来， 通过煤棚上方小小的出风口
扯进室内。 记者绕着煤棚走了一圈，大致数了下，
密密麻麻的，有六七十根电线“飞入”密闭的煤棚
内，有些电线已有老化痕迹。

据居住在这两栋楼的居民介绍，这种“飞线”
充电现象已存在十多年了，家里有电动车、三轮车
的，都是扯根线充电。

在该家属院 3 号楼和 4 号楼， 记者也发现了
“飞线”充电现象。不同于 1 号楼和 2 号楼，这两栋
楼下，电动车紧靠楼栋随意停靠着，带插线板的电
线从窗口一直延伸到电动车座板，或悬吊在空中。
尽管每个单元入口处都贴有消防安全提示， 但居
民置若罔顾，仍采用“飞线”充电。

“这些电线长年累月日晒雨淋， 造成线路老
化，长时间充电，万一引发火灾了怎么办？”王先生
忧心忡忡地说道，一般大家都是夜晚充电，假如发
生火灾，大家未能及时发觉，后果将不堪设想。

针对该家属院“飞线”充电现象严重问题，记
者现场采访了市蚕业试验站站长厉伟。厉伟表示，
家属院“飞线”充电确实很危险，由于煤棚初建时
没有通电，电动车日益增多，才造成“飞线”充电现
象严重。市蚕业试验站前期也曾征求过居民意见，
由试验站牵头， 居民公摊费用， 建设相应充电设
施，但个别住户不同意。厉伟表态称，下一步，市蚕
业试验站将对 3 号楼和 4 号楼悬挂的插板一一排
查，通知本人撤回。 针对 1 号楼和 2 号楼，他们将
组织人员继续协商，争取尽快解决问题。

生活中的罗建威 （（受访者供图））

“飞线”充电一角 本报记者 吴 楠 摄

重点项目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