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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照登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市区矿

工路东段东环路菜市场北门附近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家属楼下水道堵
塞，污水横流。

市民李先生昨日来电：市区平
安大道东工人镇往东路北的行道树
树枝该修剪了，影响市民通行。

热线回复
市区劳动路与园丁路交叉口南

约100米路西小米外卖厨房的油烟
直接排向人行道，油烟味呛人。

市环保热线王先生：我们核实
情况后处理。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大风吹倒十字路口
一棵枯树，将等红灯的李先生砸
伤（本报 4 月 21 日 A07 版曾报
道）。事发几天，伤人枯树仍倒在
原地，无人前来处理。园林部门
否认“肇事”枯树由该部门栽种，
李先生遭遇维权难题。

李先生在湛河区工作，4月
19日下午下班后，他骑自行车回
家，途经市区亚兴路与姚电大道
交叉口处，一阵大风袭来，路口东
北角一棵六七米高的枯树被刮
断，将等红灯的李先生连人带车
砸倒在地，头部流血昏迷。事发
后，李先生被救护车送到市第二
人民医院救治。

昨天，李先生的家人告诉记
者，他们认为路边的树应归园林
部门管理，事情发生后便前往询
问，但园林部门告知，这棵树不归
他们管理。

据市园林部门负责湛河区绿
化工程的一位黄姓工作人员介
绍，对于园林部门在市区路边栽
种的绿化树木，园林部门负有维

护管理的责任，但这棵树明显不
是园林部门栽种的，所以园林部
门无权处置这棵树，也不能对李
先生被砸伤一事负责。

截至记者昨天下午发稿时，
伤人枯树仍倒在地上无人处理。

“这棵树肯定是有主人的。”
李先生的家人说，如果仍找不到
负责单位，他们将诉诸法律维权。

枯树砸昏路人谁人植树成谜

□记者 高红侠 文/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市区光
明路北段，一辆外地牌照的新电动
厢式货车在避让其他车辆时发生
意外，车厢顶部撞在伸向道中的行
道树枝上，车厢受损。

当天上午 8 点多，记者采访
路过市区光明路北段，看到一辆
山西牌照的白色厢式电动货车头
北尾南停靠在快车道东侧，打着
双闪灯，司机正在焦急地打电话
求助。

记者停下观察，发现这辆厢式
货车两米多高的顶部撞在路东侧
法桐树枝上，厢顶拱起，呈三角形，
右侧一角破损，露出里面的泡沫。

不一会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
员赶到现场。“这已经是你们公司
的第三辆车在这条路上撞到树了，
下次小心点儿。”拍照的工作人员
提醒司机。

“我们也没办法，是按照导航
走的。刚才我已经向公司汇报过
了。”司机李先生说，他是山西运
城一家汽车公司的职工，根据公
司安排，他与同事前往杭州送一
批电动厢式货车，他开的就是其
中一辆。因为车在中途要充电，
按计划途经平顶山市区给货车充
完电后，他驾车顺着光明路行驶，
谁知在避让一辆同向行驶的车
时，他开的这辆货车撞上了行道
树枝。

避让超车车辆发生意外

新货车撞上行道法桐“胳膊”
保险公司：这是你公司第三辆车在光明路上撞到树了

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24小时百姓热线

4940000
平顶山晚报官微
后台亦可报料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中午外出吃饭丢了钱
包，市民鲁先生四处寻找，但没有消
息。几个小时后，他接到同事电话，
说有人捡到他的钱包了。昨天，鲁
先生致电本报，感谢主动归还钱包
的老高家烩面馆老板魏女士。

鲁先生在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上班，家住市区姚电大道中
段。他说，4月25日中午，他在离家
不远的老高家烩面馆吃饭。下午4
点多，他准备去上班时发现钱包不
见了。

因为不确定自己的钱包丢在哪
里，鲁先生先到饭店询问。饭店里
只有一位男士在，说没有看到他的
钱包。

“钱包里除了 1000 多元现金
外，还有身份证、银行卡、驾驶证、工
作证等物，我最近正在办房产证，这
些证件丢了会很麻烦。”鲁先生说，
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同事打来电话，
说烩面馆老板魏女士捡到了他的钱
包，正在找失主，“我连忙与魏女士
联系，随后领回了钱包。里面啥也
没少，很感谢她”。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魏女士，她
说：“4月25日下午两点半，店里没
有客人了，我准备回家，出店门看到
地上有个钱包，就捡起拿回家了，没
告诉喝多留下看店的老伴儿。回家
后我和儿媳一说，儿媳忙找同学打
听，同学又找朋友，找了几个人才联
系到失主。”

说起鲁先生的感谢，魏女士说：
“没啥，不用谢。捡到人家的东西，
还回去是应该的。”

店外捡钱包
马上寻失主
烩面馆女老板
真是个好人

小身边 善聚鹰城暖流

车厢受损的电动厢式货车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拍心拍肺，一二三四……肝
胆脾胃，一二三四……”4月25日
晚7点40分，记者在市体育村南
门西侧看到，一百多位市民站在
健身器材场地和小树林里，拍胸
拍膝拍手臂拍脚踝……一边拍一
边喊“一二三四”。由于练习者众
多，喊声和拍打声响彻夜空。十
二节操做完之后，练习者又自动
排成队，一起喊数拍背，后面的人
先为前面的人拍，拍至36下，再

反过来拍。拍完之后，他们开始
做各自喜欢的健身活动。

义务教授并带着大家练习这
种“太极十二拍”操的，是今年72
岁的汤全功。

提起“汤师傅”，大家纷纷竖
起了大拇指。

汤全功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带领大家在这里健身已3年。老
人家住市区黄金路，是平高集团
退休职工。他曾在部队服役多
年，身体素质一直很好。他告诉
记者，6年多前，一位来自漯河的

老师教授大家练习“太极十二
拍”，他学会后先在诚朴路湛河桥
附近的河堤上练习，3年前又“转
战”到市体育村。

汤全功说，“太极十二拍”通
过双手在身体各部位拍打经络穴
位，推动肌肤、筋骨、脏腑和神经，
调理全身气血，简单易练，几分钟
就能学会。他每天带着大家在这
里练习半小时左右，人数最多时
有200多人。每周他会教新学者
一次练习要领，经常自费印发练
习要领给大家。很多练习者坚持

几个月之后，表示颈肩腰腿痛等
症状得到缓解。

王女士坚持在这里练习“太
极十二拍”已有几个月，她说：“每
天拍打之后感觉身体很轻松，再
做其他健身活动时很有劲儿，原
来的颈椎病也好了很多。”她说汤
师傅人特别好，每天义务带大家
锻炼，不要任何报酬。

对此，汤全功说，带着大家一
起健身练操，不仅自己的身体越
练越好，也让很多人缓解了病痛，
觉得挺开心。

“拍拍喊喊”练出好身体

72岁老人义务教大家练“太极十二拍”

4月25日下午，开源
路一商场负一楼墙壁上，
独特的河南方言引起了一
名小学生的关注。

记者看到，上面不乏
“不老盖”“哥老只儿”“白
动”等俏皮而又亲切的河
南方言，但有些错字、白字
也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吸引人的
河南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