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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
获悉，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或晴天
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有所回升。

秋雨连绵的日子终于告一段

落，鹰城大地即将迎来温暖的阳
光。据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
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或晴天为
主，风力不大，气温呈小幅回升趋
势。今天最高气温20℃，明天在
21℃上下，后天22℃左右。由于

前期降水较多，空气湿度大，未来
几天清晨到上午时分有雾，对道
路交通有一定影响，有出行打算
的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

具体天气预报为：今天，多云
到晴天，凌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南

风2到3级，20℃至 11℃。明天，
晴天间多云，凌晨到上午部分地
区有雾，偏南风2到3级，21℃至
11℃。后天，晴天到多云，凌晨到
上午部分地区有雾，偏南风2到3
级，22℃至12℃。

连绵秋雨暂停歇 拨云见日天欲晴

昨天上午，西市场街道
工作人员和居民在专注地观
看党的十九大开幕现场直
播。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
开幕，记者在新华区西市场
街道活动室看到，这里座无
虚席。街道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说，他们前天下午就为活
动室增添了座椅，并对电视
机进行了维护，以保证顺利
收看大会开幕盛况。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喜看盛会开幕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鹰城一卡通系统上
月下旬在我市启用，市民在享受
刷手机付费带来的方便的同时，
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刷手机付
费一次只能刷一人，且无法与银
行卡解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
昨天采访了市公交IC卡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

近日，微友“飞翔的爸爸”通
过平顶山微报反映：鹰城一卡通
使用时只能刷一个人的车费，刷
第二个就说是重复使用，刷不上
了。“带着孩子老婆，刷卡只能刷
一个人，还要另外投币4元，太不
方便了！”这名网友说。

微友“努力一点点”也向晚报
记者反映，上周日，他与妻子一起
乘坐15路公交车，使用手机下载

的“平顶山公交卡·云卡”付费，结
果只能扫一下，妻子只好又投币
两元。他还发现，刷手机直接扣
绑定的银行卡里的钱。因担心银
行卡资金的安全，他想卸载，却发
现无法解绑，而且在第三方扣款
账户里查不到扣款方的名称。

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些问题，
市公交IC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
鹰城一卡通系统提供方咨询后答

复记者说，鹰城一卡通是一种虚
拟卡，一部手机一次只能刷一下，
需要间隔3分钟以上才能刷第二
次，不能连续刷。由于系统尚在
逐步完善之中，暂时还没有解绑
功能。不过，对于市民反映的问
题，他们会打包向系统提供方咨
询反馈，尽力向市民解释，系统提
供方也会不断完善程序，让系统
更加安全便捷。

刷手机坐公交一次只刷一人？
还无法与银行卡解绑？

市公交IC卡服务中心：鹰城一卡通尚在逐步完善之中

□记者 李霞 文/图

本报讯 市区联盟路西段实
验中学家属院的香樟树上近日长
出“小蘑菇”，居民都在猜测能不
能吃。昨天，有关人士表示，这是
灵芝，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这棵香樟树位于实验中学家
属楼５号楼三单元楼前，高约４
米，直径十多厘米，枝繁叶茂。
一些浅咖啡色的“小蘑菇”生长于
树干与树冠分叉处一段枯枝上，
边缘有一圈米黄色的花边（上
图），有一定韧性，不易撕开，闻之
有一股特别的清香。

该单元一楼居民王先生说，这
棵香樟树上长出“小蘑菇”已有半
个多月，不少居民来看稀罕，有的
说是蘑菇，看样子应该可以吃，还
有的人说是灵芝。

随后，记者将采摘的“小蘑
菇”拿给国大药房河南连锁有限
公司中药采购部相关负责人娄爱
民看。他表示，这些“小蘑菇”其
实是一种灵芝，有一定的药用价
值。灵芝一般喜生于植被密度
大、光照短、表土肥沃、潮湿疏松
的地方，在市区人口密集的家属
院出现比较少见。

香樟树上长灵芝
有关人士：很少见

□记者 张静

本报讯 昨天，本版报道了一位
老人在市新华书店内突发疾病倒
地，多名热心人伸手救援一事。当
天下午，一位热心市民致电晚报，称
当时给摔倒老人送速效救心丸的女
士就是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叫刘兰。

昨天下午，记者和刘兰取得了
联系。今年37岁的刘兰是市新华
书店三楼社科文艺部主任。她说，
当天那位老人走到二楼通往三楼的
门检处，问门检处的一位女同事楼
上有没有书，问完就摔倒了。

“那位女同事赶紧喊我。我正
给买书的一位男士结账，他就是照片
上戴眼镜的男士，在新华区政府工
作，叫曹新宇。我俩一起过去，周围
已经站了好多人，但无从下手。我一
看这情况就赶紧下楼买药，等我买上
来时才知道老人兜里有药，已经吃过
了。”刘兰一再表示，现场的市民都
很热心，120急救人员来了之后，大
家一起帮忙把老人抬到了担架上。

“那位戴眼镜的男士很热情，真
不用报道我。碰见这种事儿谁都会
伸手，再说我买来药时老人已经吃
了。”刘兰谦虚地说。

随后，记者再次和曹新宇联系，
这回他终于承认，当天参与了救人。

曹新宇说，10月15日上午9时，
他把儿子送到围棋班后，来到新华
书店买书，结账时看到楼梯口处一
位老人躺在地上，身体蜷缩着，周围
已经有人开始拨打120。

曹新宇说，他懂一点急救知识，
第一感觉是老人有可能突发心梗晕
倒了，需要保持平躺的姿势，赶紧服
用速效救心丸。他就问老人有没有
速效救心丸，老人不说话。旁边有
人建议，在老人身上找找。

“我当时也有点犹豫，这时旁边

很多人说让我找，大家都会替我证
明的。后来我在老人的裤子兜里找
到了速效救心丸，倒了大概十粒喂
到老人嘴里。由于此时老人已不会
吞咽，所以我就将药一粒一粒塞进
他的嘴里。这时新华书店的那位工
作人员也气喘吁吁地把刚买的速效
救心丸送了上来。”

曹新宇说，随后大家开始着手
联系老人的家人，在老人身上寻找
手机，但这个举动让老人有些抵
触。他告诉老人，这里安装有监控，
不用担心，这才从老人兜里顺利拿
出手机。但无论是从通话记录上还

是电话号码簿里，他都没有找到老
人家人明确的信息，所以只能依次
拨打通话记录里的电话号码，打了
两个仍未联系到他的家人。

“这时 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
员赶到了现场，我就把电话交给了
随行的护士，让她继续联系。”曹新
宇说，当时还有一位穿深色夹克的
男同志和他一起在老人身上找药，
扶老人的头协助喂药。

“我感觉他经验比我丰富，处
理事情比我更果断、淡定。在医护
人员的协助下，我们抬着担架一起
把老人送上了救护车。”曹新宇说。

戴眼镜男士、买药女士、深色夹克男……全城寻找救助倒地老人的好心人

曹新宇终于承认，这事是他做的
事发后冲下楼给老人买药的是市新华书店员工刘兰

昨天上午，市区建设路与迎
宾路交会处花坛中串红盛开，成
为街头一景。记者当天外出采
访看到，降雨天气过后，市区道
路旁月季、雏菊竞相绽放。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街头鲜花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