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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志国

本报讯 交警开始查处无牌无
证的老年代步车了！昨天上午，记
者在市区新华路中段湛河桥附近看
到，市公安交管支队机动大队民警
正在查处无牌无证老年代步车，现
场已有三辆老年代步车被暂扣。

家住建东小区的刘老先生驾驶
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驶到新华路中
段湛河桥时，被交警拦下。因为年
近七旬的刘老先生没有办理车牌
照，也没有驾驶证，他的车被执勤交
警查扣。刘老先生委屈地告诉记

者：“这车是我在市场上花一万元买的，
买的时候商家说，不用办牌照也不用办
驾驶证，现在交警查住了，这可怎么办
啊？”

市公安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老年代步车、城市观光车等车辆
生产制造准入门槛低，技术标准要求远
低于正常机动车国家标准，不具备上道
路行驶的安全技术条件。如果车辆不
在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的《机动车辆生产
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登记范围内，就
不能依法登记注册上牌照。开这类车
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家，而这类车稍稍加
点油门，马上就能提速到50公里甚至

60公里的时速，极速甚至更高。以老
年人的听力、视力和反应能力，驾驶这
样的交通工具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另外，这类车的体积比普通电动车大
得多，大型的甚至有2米多长、1.5米
宽，如果在非机动车道上以这么惊人
的时速行驶，对非机动车道上的其他
车辆是个威胁。

这位负责人说，这类代步车绝大
多数都达到了机动车标准，但大部分
购买、驾驶这因车的人没有考取过机
动车驾驶执照，缺乏对交通标志、标
线的了解，连起码的经常看看反光
镜、后视镜的意识都没有，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
近期，市区电动、燃油类四轮

老年代步车和三轮车，特别是红
棚子三轮车闯红灯、随意调头、变
更车道，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
为较为突出。为进一步改善道路
通行秩序，创造安全、畅通、有序
的道路交通环境，市公安交管支
队决定即日起开展四轮老年代步
车、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
整治行动。行动期间，市区各执
勤交警将严格查处四轮老年代步
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闯红灯、涉
牌涉证等各类违法行为，对上道

路行驶的四轮老年代步车一律
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同时，交
管部门还将加大对禁行区域内
行驶的红棚子三轮车和货运三
轮车等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

据了解，此次行动采取固定
岗点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办
法。各区各交管巡防大队将在
辖区主要路口设置固定岗点，同
时成立一支流动执法小分队，重
点在市区建设路、矿工路、南环
路、光明路、开源路、新华路等道
路开展查处行动。

老年代步车上路 看到一辆扣一辆
市区严查无牌无证老年代步车、三轮车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市民李女士抱着孩子与
朋友购物，刚在商场内的一个餐馆
坐下就突然晕倒，服务员及时将她
送医，直到她无碍后悄然离去。6月
15日下午，市民李女士向记者讲述
了事情经过。

据李女士介绍，6月14日晚，她
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和两位朋友
前往开源路丹尼斯百货店购物。
当晚7时许，她们准备在商场内的阿
三生煎馆就餐。刚刚在餐馆坐下，
李女士突感头晕，全身无力，瞬间失

去了意识。同行的朋友王女士忙抱
着哇哇大哭的孩子，另一朋友张女
士手足无措，连忙喊人帮忙。

王女士告诉记者，餐馆一位男
服务员听到求救声后立刻赶来，一
手掐李女士的人中，一手掐她的虎
口。看到没有起色，立刻背起李女
士前往停车场。把李女士安置到车
上后，服务员也上了车，蹲坐在车厢
内，依然用手掐着李女士的人中和
虎口。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服
务员又把李女士抱到急诊室，陪她
完成了所有检查，直到李女士的亲
属赶到。得知李女士并无大碍后，

这名服务员悄然离去。“人家正在上
班，二话没说就过来帮我们。看我
们三个女人没有力气，还陪到了最
后，真是让人感动。”王女士说当时
太着急，没来得及询问好心人的姓
名，只知道他姓王。

6月15日晚，记者来到阿三生煎
馆，找到了挺身帮忙的热心小伙儿
小王。小王说这事不值一提，换成
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况且客人正准
备在自家店里就餐。记者询问他的
名字，他一把扯下胸前的工牌塞进
兜里，连忙说：“别这样，别这样，都
是应该的，不值一提。”

女子晕倒，餐馆服务员送医
记者采访问名字，他一把扯下胸前工牌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街头车辆擦碰事故很常
见，处理不当，麻烦不断。但凡事都
有例外的，在前天的一个擦碰事故
中，当事人吴女士和杨先生互相体
谅，10元钱就解决了问题。

昨天上午，市民杨先生向记者
讲述了事情经过。

6月15日中午，杨先生将私家车
停在市区朝阳路北段，下午近3时，
他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来电。“对不
起，我碰到您的车了，您赶紧来看看
吧。”杨先生放下电话前往现场，中
途又接到这名女士的致歉电话。杨

先生到现场后了解到，为避让一辆
电动车，这名女士驾驶的车辆与杨
先生的轿车发生擦碰，杨先生的车
右侧后视镜移位，右前轮毂护板破
裂，这名女士当即提要出赔偿。

“护板是成套卖的，一套80块
钱，这就坏一个，20块钱算了。”听到
杨先生的许，这位女士掏出一张百
元钞票递过来。杨先生没有零钱，
看对方急着上班，便放弃了赔偿，没
想到这位女士又从兜里掏出10元零
钱，执意塞到他手中。两人相视而
笑，一场小擦碰就这么解决了。

记者查看了杨先生的车：后视
镜有轻微划痕，但整体已复位，轮毂

护板有比较明显的缺损。
“我这车不贵，人家又不是故意

的，还主动道歉，各退一步就没事
了。”杨先生说事发地附近没有监
控，这位女士的态度打动了他，这种
诚信的行为值得赞扬。

随后，记者与这位女士取得了
联系，得知她姓吴，在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工作。吴女士说事故发
生时她为了躲避电动车，不得已撞
到了杨先生的车，感觉心里很愧疚，
于是按照车上预留的挪车电话与车
主联系。本以为遇到了麻烦，要耽
误上班，没想到车主很有肚量，短短
几分钟便解决了问题。

她“负荆请罪”，他“大肚能容”

10元钱解决了小擦碰

昨天上午，市区建设
路西段中央茶城路旁，一
辆满身贴着报纸的轿车
引发居民猜测。有居民
认为是为了挡灰尘遮阳
光，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
行为艺术。

最终，附近一位商户
揭晓谜底：原来，路旁有
家门店正在喷漆装修，为
防止油漆污染车体，车主
给爱车穿了一层纸衣。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街头门店喷漆
路旁轿车穿衣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6月 19日是父亲
节。记者昨天采访了解，相对
于母亲节、情人节，父亲很受
冷落。多数受访者表示，知道
有这个节日，但从来没给父亲
过过。

“父亲节？我知道，就是
这个周日。但从没有给父亲
过过。”昨天上午，谈及这个节
日，市民小杨这样对记者说。

在市直某单位工作的小
杨今年不到30岁，上班已有
四五年时间，如今已成家生
子。他告诉记者，此前没给父
亲过这个节日，主要是这个洋
节日还没有被大家普遍接受，
接受度远不如人们熟知的情
人节、圣诞节等。

小杨说，如果要给父亲过
这个节日，他会选择和父亲、
母亲及家人一起外出吃个饭。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十多
位市民中，和小杨一样没给父
亲过过父亲节的占绝大多
数。市民王先生今年40岁，
在市区一家企业工作，对于
父亲节，他的回答很直接：

“这个洋节有啥过头！”
王先生告诉记者，相比较

而言，他更喜欢传统节日，他
家也只过春节、端午节等传统
节日。他认为，对父亲的爱不
用刻意表达，而是平时的孝

顺，“那些洋节都是商家炒作
起来的”。

除很多男士没给父亲过
这个节日外，一些女士也没给
父亲过这个节日。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的刘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不好
意思地说，她会给母亲过母亲
节，但“经常会忘记父亲节”。
她说，父亲也不喜欢过这个节
日，更不喜欢孩子们给他买礼
物，觉得没必要浪费。

“你给父亲过过父亲节了
吗？”“是如何过的？”就这两个
问题，记者通过多个微信群进
行了调查，多数微友表示，从
没给父亲过过这个节日。

对于没过这个节日的原
因，微友们的答案多数是“羞
于表达”“不习惯”等。

对于如何过父亲节，一些
微友认为，为父亲送上祝福之
类的话比较合适。

相对于情人节、圣诞节，
市区商家对即将到来的父亲
节更是施以冷眼。在市区中
兴路、开源路等几家大型商
场，几乎看不到有关于父亲节
促销的宣传标示牌。和平路
上为数众多的商铺也鲜见此
类促销活动。

“以前曾搞过父亲节促销
活动，但效果很有限，后来就
很少再搞了。”市区开源路一
家商场负责人这样说道。

打算给老爸过父亲节吗
多数受访者表示“没过过”

昨天，市区开源路一家大型超市的售货员整理刚出笼的
馒头。这些水果形状和动物造型的面点五颜六色，模样可爱。
营业员告诉记者，这些花样馒头用各种杂粮制成，很受小顾客
喜爱，也有不少成年人买来尝鲜。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花样馒头萌萌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