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新华区联盟路小学六（4）班师生在进行立蛋比赛。
当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春分，新华区联盟路小学各班举办了“‘春分’立蛋 感受民

俗”主题活动，了解“春分”的起源和相关民俗，通过立蛋掌握物体的平衡技巧。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春分”立蛋 感受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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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昨天，家住市区广胜巷1
号院的张女士向本报反映，她所在楼
一单元门口的下水道堵塞渗水，把旁
边的水表井都给淹了。居民担心时
间长了自来水会被污染，希望有关部
门能解决一下。

昨天上午11点，记者赶到现场看
到，水表井已被居民打开，里面满是
黄绿色污水，上面飘着发霉的污物，
还不断冒着气泡。旁边不到一米处
是下水道窨井。

张女士说，前两天，她觉得自家

用水量与抄表员核算有误，想查看水
表，打开水表井看到里面全是污水，
气味难闻，让人作呕。

“这个情况是春节后发生的，下
水道堵塞，污水渗进了水表井。要想
解决问题，得先疏通下水道！”据一楼
西户居民李大爷介绍，虽然水表井里
只有5户居民的水表，但下水道是整
个单元住户共用的。

随后，记者来到卫东区五一路街
道康复街社区。该社区负责卫生工
作的王先生表示已接到居民反映，并
把专业抽污车的联系电话给了居民，
社区也会关注解决此事。

广胜巷1号院：
下水道污水淹了水表井

□记者 李霞/文 彭程/图

本报讯 昨天，市民李女士向本报
反映，市区建设路与东环路交叉口附
近人行道上有一辆“僵尸车”，停在路
边很长时间了，一直没人管。

当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现场看
到，这是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上图），
车上满是灰尘，四个车轮有三个是瘪
的，部分车窗开着。车内堆有塑料袋、
碎纸等，凌乱不堪。

据附近居民介绍，这辆面包车停

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既影响路
人通行也不美观，希望有关部门能联
系车主将车开走。

随后，记者与市110指挥中心取得
联系。接线的工作人员称，会尽快通
知辖区派出所民警前往处理。

昨天下午4点多，东安路派出所
的张警官回复本报称，他们通过现场
走访调查，得知这辆“僵尸车”是附近
一家银行追债要回来的“抵押车”。目
前，他们已通知银行方面的负责人，要
求其尽快将车开走。

“僵尸车”占据人行道
相关部门：已联系责任方处理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昨天，家住湛河区牛楼
村的王先生反映，黄河路沿线几个公
交站点都没有公交站牌，乘客都不知
道该在哪里等车，希望有关部门予以
解决。

王先生称，他家住在牛楼村，89
路和 50路公交车从此经过，离村子
最近的地方有公交站点但没有设公
交站牌。大家一开始都不知道在哪
里等车，后来坐的次数多了才知道三

和电厂门口有个公交站点。因为没
有站牌，公交车司机每次停靠的地方
都不一样，有时离站点近，有时远。

“希望相关部门能早点设个公交站
牌，哪怕临时的也行。否则外地人都
不知道在哪儿坐车，极不方便。”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光明路与黄
河路交叉口，沿黄河路东行至东奥水
城附近，都未见公交站牌。

随后，记者拨通了市公交总公司
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将
此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

公交车有站点无站牌
市民乘车不便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3月 20日，市民
朱先生来到卫东区住建局，
将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品德
高尚”的锦旗送给工作人员
赵献业，以表谢意。

昨天，赵献业告诉记者，
3月16日上午9点多，他在新

华路南段锦绣花园小区附近
捡到一个钱包，内有各种证
件、银行卡及 1000 多元现
金。他在小区门口等候多时
未见失主，便来到附近的邮
政储蓄银行，将捡到钱包一
事告知银行工作人员并留下
联系方式，然后离开。

临近上午 11 点，赵献业

接到失主朱先生的电话，两
人相约在新华路与东风路交
叉口附近见面。“太感谢了，
钱一分不少，证件一样不
差。”朱先生感激地说。

“举手之劳，不值一提，
咱不能昧着良心办事。”赵献
业说，他当过11年兵，拾金不
昧是应该的。

热心人赵献业拾金不昧获赞

□本报记者 孙书贤

上世纪70年代，郏县堂
街镇龙王庙村村民赵成新因
凿山挖洞开路，被村民赞誉
为“当代愚公”。如今，已经
67岁的赵成新又在家乡打造
起“花果山”来。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龙
王庙村九宫山下，只见花椒
树围着山脚构成一道墙，在
一柴扉处，一层层人造阶梯
通向山上，阶梯纵横交错，形
成层层梯田。一排排果树在
微风的吹拂下颔首微笑，赵
成新正挥动铁镐刨坑植树。

“用不了3年，这里就会变成
美丽富饶的‘花果山’了！”望
着山坡上已经开花的果树，
赵成新高兴地说。

据悉，紫云山脚下的龙
王庙村，地理环境独特，村民
以前需爬山绕道 2.5 公里才
能进入村南的农田劳动，平

时全靠肩挑人抬搞生产。
1974 年初，赵成新决定挖洞
开路，凿通铁锁岭，改善交通
条件，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施工中，他就像蚂蚁啃骨头
一 样 ，一 点 点 地 坚 持 着 。
1975 年农历三月初三，一个
高两米半、宽两米、全长86米
的山洞挖通了。赵成新用时
85 天，打通了万年铁锁岭。
1976 年，赵成新被党政机关
保送进入当时的河南农学院
学习。

在龙王庙村中心，有一
座九宫山。山上荒草丛生，
乱石成堆。2014年6月，赵成
新围绕700多米长的山脚栽
下了2000多棵花椒树，并建
起了别具风格的柴扉。此
后，赵成新不分昼夜地奋战
在山上，用铁镐、手锯、钢剪
等工具刨石头、清理杂草荒
树，修筑上山台阶、道路，开
挖梯田。

半年时间，他在山上修
出了一条长 3500 多米的山
道。山坡上，他打造了5米高
的梯田，每层梯田300米长，
共 11层。赵成新开挖出5条
台阶，每条台阶都有 100 米
长，共264台，直通山顶。

同时，赵成新进行果树
嫁接。经过几年的努力，他
在梯田里嫁接柿树5000棵，
枣树2000棵，还有桃、杏、核
桃、梨等共上万棵树。

“我还要在山上砌个水
池，引汝河水上山浇灌果
树。”赵成新告诉记者，到今
年秋季，他嫁接的部分果树
就能挂果了。用不了3年，这
里就可以变成美丽富饶的

“花果山”。“我吃点苦没啥，
能为子孙后代造福是人生一
大幸事！”

村民李彩霞说：“赵成新
一个人吃住在山上，一干就
是几年，是当代新愚公！”

“当代愚公”赵成新要造“花果山”

口记者 胡耀华

本 报 讯“荠荠菜、白蒿
等山野菜都很好吃，我们每
年都来采挖。”3月 20日，在
鲁山县赵村镇中汤村大河旁

的一块荒地里，来自市区的
陈女士等人一边采挖山野菜
一边说。

在鲁山县尧山镇街头，
一名卖山野菜的农妇说，近
年来，每年她都会采挖山野

菜卖，有时一天能卖近百元。
“山野菜并非谁都适宜

吃。”昨天上午，鲁山县人民医
院医生告诉记者，很多山野菜
不适合寒性体质者或老人、小
孩，孕、经期妇女等食用。

山野菜成了香饽饽

“小事”不小 拭目以待

待清理

待安装

待疏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