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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民峰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长途汽车站获
悉，自9月26日起，平顶山至许昌的城际公
交有8个班次运行路线延长，终点站由许
昌南站调整为许昌高铁站，全程票价 20
元。咨询电话：3925900、3925970。

据介绍，之前，平顶山至许昌的城际公

交终点站为许昌南站，乘坐高铁的旅客需
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前往许昌高铁站。为方
便旅客出行，平运公司与许昌方面客运公
司商议后，决定自9月26日起将城际公交
中的8个班次运行路线延长，终点站由许
昌南站调整为许昌高铁站。

市长途汽车站调度室主任尹振义说，
运行线路调整后，平顶山至许昌的城际公

交中的8个班次每天6时、8时、10时、11时
30分、12时50分、14时30分、16时、17时30
分从市长途汽车站发车，主要停靠站（点）
为：库庄、颖桥、蜜蜂张、黄庙、许昌南站，运
行两个半小时后到达终点站许昌高铁站，
全程票价20元。每天9时至17时30分，将
有 8 班车从许昌高铁站返回市长途汽车
站。

到许昌高铁站有直达长途汽车了

□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本报讯 水灵灵的葡萄挂满枝头，但
果农却没有收获的喜悦。由于雨水过多、
信息不灵，鲁山县辛集乡程西村约200万
斤（1斤=500克）葡萄销售难。

“原来零售价每斤2.5元钱左右，现在
2元钱一斤也不好卖。”今年48岁的唐留
群种植了17亩葡萄，今年是第三次种植，
由于葡萄普遍丰收，近期又雨水不断，他
家尚有5万余斤葡萄没卖出去。

“去年这个时候都卖光了，即使批发

价也从没下过2.5元钱一斤，今年批发价1
元多钱一斤，客户也很少。”32岁的孙灵
得家住辛集乡肖老庄村，他家的葡萄地和
唐留群家的葡萄地仅一步之遥。孙灵得
告诉记者，他和村民种植的葡萄都是采用
无公害栽培技术种植的巨峰品种，颜色好
看，吃着好吃，但由于近期雨水不断，使好
多葡萄熟到了“雨肚”里。加之周围种植
葡萄的特别多，导致大量葡萄滞销。

“我们村种植的葡萄不下500亩，目
前至少有300亩约 200万斤成熟的葡萄
没卖出去。”孙灵得指着葡萄架下面散落

的葡萄心疼地说。
唐留群和孙灵得等人的葡萄园位于

鲁平大道大浪河桥东约 30 米路北。记
者看到，虽然到了落叶季节，葡萄园内依
然硕果累累（如图）。在唐留群和孙灵得
葡萄园旁边的鲁平大道上，卖葡萄的摊
位更是前后绵延了数公里长。唐留群说，
往年这时葡萄早卖完了，现在未卖的
葡 萄 还 多 着 呢 。唐留群和孙灵得的
电 话 是 13937529634 和 15893409679，
要买葡萄的市民可以直接与两人联
系。

葡萄熟了 果农愁了

鲁山辛集乡200万斤葡萄急寻出路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一男子在幼儿园门口与园长发
生争执，并欲持刀伤人。鲁山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巡逻民警迅速出击，制伏了该男子。
这是9月29日上午发生在鲁山县城某幼儿
园的事情。

据鲁山县公安局办案人员介绍，当天上
午9时许，一中年男子来到鲁山县城某幼儿
园门前，说要到园内看其女儿。幼儿园园长
不认识此男子，不让其进入，并锁上了大
门。男子拿出一把20厘米长的管制刀具要
强行冲进院内。园长见状立即报警。恰巧
巡逻至此的鲁山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巡逻
队员杨迎政和郭蔚枫迅速出击，该男子见状
骑上电动车便跑。杨迎政和郭蔚枫在后紧
追不放，追出约400米将男子制伏，并交给
了随后赶到的派出所民警。

经突审，男子张某系鲁山县昭平台库区
乡人，有精神病史。两年前，张某与妻子离
异，3岁的女儿与妻子一起生活。由于思女
心切，张某到县城寻找女儿。

据记者了解，鉴于张某有精神病史，警
方批评教育后将他交给家属监管。

男子幼儿园门口滋事
巡特警迅速出手制伏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9月30日是我国首个烈士纪念
日，郏县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该县社会各
界人士在这里举行公祭活动，向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篮，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

郏县烈士陵园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
安息着141位在1947年11月4日解放郏县战
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中绝大多
数是无名英雄，留下姓名的只有10人。

昨天上午，记者在郏县烈士陵园看到，
郏县各单位干部职工、学校学生排着整齐的
队伍在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敬献花篮，
并在纪念碑前肃立默哀。随后，少先队员
唱队歌，社会各界群众和学生祭扫了烈士
墓，参观了陵园各个展厅。

一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来到张占魁
烈士像前，对烈士像鞠躬致哀。赵老先生
说，每年他都来祭拜烈士。“吃水不能忘了挖
井人啊！没有他们，哪里有我们今天的幸福
日子！”老先生说。

据了解，郏县烈士陵园当天共接待公祭
烈士的社会各界人士1000多名。

郏县社会各界公祭烈士

□见习记者 张静

本报讯“前几天，孩子拿着宣传页让我
签字，非要我花钱再办个‘翼校通’。这两天，
学校发的‘校信通’短信越来越少，看来不办

‘翼校通’是不行啦！”9月29日，湛河区万和
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徐先生拨打本报热线诉
说自己的烦心事。对此，万和小学负责人解
释，购买家校短信业务本着学生家长自愿的
原则，目前该校正在调试相关网络，国庆节后
各种家校短信沟通业务将恢复正常。

徐先生在电话中说，办理“翼校通”业务
需要另外购买电信公司的手机卡和手机，每
月还有最低消费，因此他没有办理。

电信运营商：不办“翼校通”可能收
不到学校短信

9月 29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姚电大道
西段火电一公司家属院附近的中国电信姚孟

专营店，店门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万
和小学翼校通指定激活点”。

记者以家长的名义进店咨询“翼校通”业
务，一位男营业员递给记者一份“万和小学入
网激活受理单”。记者注意到，受理单右下方
写着“学生家长签字”。营业员说，办理“翼校
通”需要先缴纳150元钱，可以返240元话费，
以后每个月最低消费15元，送一部电信手机。

“俺办的‘校信通’用着好好的，咋又办
‘翼校通’？”记者问。

“你不知道？移动、联通的网络有问题，信
号不好，短信发不出去。”营业员说，现在万和
小学一年级90%的新生都办了“翼校通”。

家长：各种“通”令他们无所适从

9月 29日下午4点多，记者来到万和小
学门口，一些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正围在一
起讨论“翼校通”业务。

“我办了。不办收不到短信咋办？现在

这部手机扔家里不用，光回家看看老师发的
短信。”一位姓于的家长说。

“我没办。办‘校信通’的时候我办了一
张移动卡，现在又让办电信卡，不是多少钱的
事儿，问题是不方便，万一以后这又不用了，
是不是还得办别的卡？”一位家长表示不满。

记者采访得知，使用“校信通”的家长目
前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是9月26日发的，这是
未办“翼校通”的家长顾虑的一个主要原因。

校方：
办业务全凭自愿正完善网络建设

记者陪同一位家长到该校一年级（3）班
询问有关问题，班主任翟老师说，目前学校的
移动和联通短信平台无法发送短信，布置的
家庭作业留在黑板上，学生可以抄下来。

随后，记者和该校梁校长取得了联系。
她说，原先学校所使用的局域网已经到期，网
络暂停使用。目前学校和电信公司沟通后正

在建设“校园网”。“校园网”建成后可实现教
师学生电子签到、开放课堂等先进校园管理
模式。由于“校园网”还在调试，所以之前使
用的系统无法使用，学生可以先把老师布置
的作业抄下来，国庆节后所有家校短信沟通
业务都将恢复正常使用，家长可自愿选择。

教育局：家长有选择权利

记者随后和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取得了
联系，该负责人表示对这件事并不知情，会将
此事反馈到湛河区教体局。该负责人还说，家
长选择哪家电信运营商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记者在市教育局网站上看到，河南省通
信管理局和河南省教育厅于今年7月9日联
合下发通知，明确指出不得强制要求办理“家
校沟通”业务，不得将“家校沟通”业务作为家
校沟通的唯一渠道和平台。对于未定制业务
的学生家长，应当采取其他便捷方式进行家
校沟通联系。

学校有了“翼校通”，“校信通”变懒了？
○万和小学部分学生家长感觉不爽
○校方解释：正在调试网络，国庆后短信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