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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金谷园路 90#院（省三地块）定

于2014年1月14日领取签订协议顺序号，1

月 16 日开始进入签订《动迁补偿安置协

议》、房屋腾空交付及兑付资金阶段，3月10

日该地块动迁工作全部结束。请该范围内

产权不明和产权争议的业主，见此公告后于

2014年2月10日前与该地块改造指挥部联

系。逾期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请该地块范围内水、电、煤、暖、宽带、固定电

话、移动、联通、电信等相关经营管理单位及

时处理各自业务事宜。

地址：西工区健康东路8号金兴酒店后

院一楼

联系电话：62211839

西工区中储金谷地块改造指挥部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 告

1月7日，《关于节日期间减少烟花爆竹燃放、抗击
雾霾天气的倡议书》一见报，周边就有不少人吐槽：

“过年不放炮，咋会有年味儿？”“雾霾的罪魁祸首
是工业粉尘、建筑扬尘、汽车尾气，不放烟花爆竹能起
多大作用？”“有本事把那些污染企业全搬走，别光对普
通老百姓提要求！”……

这些吐槽并非全是抬杠，笔者也无意在此抬杠，不过，
一些人“别把环保成本算在我头上”的心理确实值得探究。

应该看到，在十面“霾”伏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
害者，都有改变现状的渴望。但更应看到，今天的结
果，我们每个人也都难脱干系：每一脚踩下的油门、每
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火的爆竹背后，我们都在制
造着PM2.5，都在为霾造势。

如今，当洛阳矢志于重现碧水蓝天，作为环境问题
的参与制造者和环境保护的最终受益者，我们都无权
置身事外，也理应为此付出必要的成本。如果大家都
只会一味抱怨，却不愿为此付诸实际行动；如果人人都
只会“口头环保”，却不愿为此做出丝毫改变，则各种环
保难题必将如霾一般，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当您想明白这些，假日里少放些烟花爆竹、在检测
私家车尾气时多排会儿队、平常多坐坐公交车，也就没
啥好吐槽的了。毕竟，为了重见蓝天白云，为了重新呼
吸到清新空气，付出这点“环保成本”，值得！

“环保成本”您也有份
晨 晓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郑备战）国家级“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刘清印近日参加了市中心血
站在新安县举行的全县教育系统无偿献血活动。当天，
还有300多人参加该活动，累计献血13万余毫升。

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医疗保障水平
的提高，我市临床用血需求不断增加，结构性、季节性血
液供应紧张状况偶有发生，春节前后尤为突出。为此，
我市启动了各县（市）区应急献血者队伍的集中采血工
作，除新安县外，还将在其他县（市）区开展此项活动。

目前，我市的采供血服务网络已实现各区全覆盖，
共有固定献血点18个，并建立了四支固定的应急献血
志愿者队伍：一是由37256人组成的固定献血者队伍，
二是由1万余人组成的机采血源队伍，三是由机关、部
队、企事业等140余个单位组成的应急献血者队伍，四
是由700余人组成的稀有血型献血者队伍。

我市储备春节临床用血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李战功）昨日从市红
十字会获悉，洛阳市红十字会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发起
人之一——任忠信被评为2013太龙杯“感动中原”十大
年度人物。本次评选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此
次共有19名候选人和2个先进集体入围候选名单。

任忠信是洛阳监狱的退休干部，他发起创立的搜
救队是我国第一支民间水上公益救援组织。他也是神
龙搜救队中年龄最大、技术最全面、水性最好、威信最
高的教练，被称为“全能教练”。

从2005年开始，任忠信在工作之余，参与组建了
水上义务搜救队。9 年来，他和队员们义务搜救 417
次，成功救援67人，打捞遇难者遗体227具、沉船2艘、
装载机2台、挖掘机2台，曾获得2012年“市十佳优秀
志愿者”等荣誉称号。虽然今年已经63岁，但是他说：

“只要我还游得动，就要继续下水救人。”

任忠信被评为
“感动中原”年度人物

本报讯 昨日，炎黄科技园有限公司将其展示厅开
放庆典的20万元经费省下，捐助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

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处深山区，2010年该校的老校
舍被山洪损毁后，政府多个部门共同出资建了新校舍并
于2013年9月正式投用。目前，该校有1340名学生，
其中有近800名住校生，日常生活用水需求大，由于与
其他单位共用水井，经常面临供水不足的窘境。

该校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用这笔善款打一口井，铺
建无塔供水系统，解决师生饮水难题。（戈晓芳 孙笑一）

省下20万元
捐助山区学校

洛阳龙门站客运主任值班员陈海波、
付红双，今年同为35岁。他们同一年入伍
当兵，同一年退伍进入铁路系统，2003年同
时到客运岗位工作，2009 年 8 月同时被选
派到洛阳龙门站……两人配合默契，把客
运服务开展得风风火火。

2010年，洛阳龙门站开通运营。在每
年客流高峰期，接发列车、乘降引导、解答
咨询、服病助残，他俩每天都要楼上楼下跑
个不停，脚上磨出好几个水泡是常有的事，
他们贴上创可贴继续工作。扎实的作风和
娴熟的业务，让陈海波、付红双挑起了龙门
站客运服务工作的大梁。

作为客运一班主任值班员，陈海波性
格直爽、做事认真，他把部队上的军事化
管理融入班组管理中，令行禁止、毫不马

虎。
客运三班主任值班员付红双则性格细

腻、待人诚恳，他是同事的知心大哥，把班
组管理得井井有条。

陈海波创立了“五心服务法”，即对老
人有孝心、对儿童有爱心、对病人要关心、
对孕妇要细心、对残疾旅客要贴心，感动
了无数旅客；付红双的“五零服务法”——
服务理念零欠缺、服务信息零距离、服务
沟通零障碍、服务过程零缺陷、服务方式
零干扰，也成为班组学习的榜样。

洛阳龙门站运行以来，他俩收到的锦
旗、表扬信数不胜数，大家亲切地称他们为

“高铁服务的代言人”。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郭琦 吕宏

伟 文/图

陈海波、付红双：洛阳高铁的“服务代言人”

来自玉树的藏族女孩

索南求卓是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医学
影像专业2013级的学生。她的家乡，在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

从雪域高原到洛阳不仅有 2000 公
里的距离，还让求卓面临着饮食、气候的
差异和想家的困扰。不过，在老师和同
学的关爱下，这个藏族女孩慢慢适应了
在洛的生活。

求卓爱唱歌，有着一副好嗓子。
求卓爱运动，身高1.7米的她篮球打

得不错，身手矫健。
求卓很要强，她从没因想家掉过泪，

却因为感觉考试没考好哭了起来。
求卓很虔诚，她每天晚上会默念经

文，喝水前会祈祷……

震后辗转求学，来洛只为学医

这名美丽又神秘的高原女孩，经历
了不少人生磨难。自幼随外公一家生活
在牧区，“舅舅是僧人，藏文念得特别好，
小时候都是他教我的”。上小学时，求卓
是用藏文学习各种课程，到称多县城上
中学后才开始学普通话。求卓说，虽然
家里不富裕，但全家人都支持她上学。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玉树发生
7.1级地震，称多县也在震区内。

“家里房子倒塌，姨妈受了轻伤，但
好在家人都在。”求卓说，很快，他们就在
帐篷里复课。9月中招成绩揭晓后，求卓
和部分同学被转移到青海师大附中就
读。18岁的求卓，第一次远离家乡。

“不少人给我帮助，高中的生活并不
苦。”求卓说，每年只有寒暑假才回家，每次
都能看到家乡的变化，新的街道、新的楼
房、新的学校。求卓一家也住上了新房。

求卓一直有个梦想——成为藏医，
为乡亲们治病。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
去年求卓参加了高考，她在填报志愿时
报的专业都和医学有关。去年8月，求卓
接到了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录取通

知书。

立志成为高原的白衣天使

班主任田应功说，学校招收了不少
外地的孩子，但这个来自玉树的女孩更
让人多了几分怜爱。隔段时间，他就会
问问求卓是否适应、生活如何。

“我很好，谢谢您。”羞涩的求卓每次
都这样回答着跑掉。

“大家对我都很好。”半年的洛阳生
活，有不少让求卓铭记的时刻。开学那
天，老师给她和来送她上学的舅舅照了
一张合影，她视为至宝。得知她的家庭
情况后，班主任为她申请了贫困补助。
元旦晚会时，她和同学们跳起快乐的锅
庄（藏族舞蹈），放声歌唱……

“我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
想学好英语，读更多的书，学更多的知
识。”求卓说，她希望将自己所学与藏
医相融合，成为高原上的白衣天使。

这次放假返乡，求卓特意为家人带
了牡丹饼。等春节后回到洛阳，她想去
景区逛逛，去公园里看看牡丹是不是像
雪莲花一样漂亮。

本报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高锦 文/图

她来自青海玉树，半年来迅速适应了洛阳、爱上了洛阳

索南求卓：在洛放飞学医梦

今 天 是 全
国“110 宣 传
日”。当我们遇
到困难、危险或
其 他 需 要 帮 助
的 事 情 时 ，

“110”总会第一
时 间 出 现 在 我
们的脑海里。

您了解 110
的 由 来 吗 ？ 您
知道洛阳 110 是
如 何 起 步 的
吗 ？ 您 知 道 民
警如何接警、出
警 吗 ？ 记 者 昨
日进行了采访。

昨晚，在洛求学的
21 岁藏族女孩索南求
卓，早早来到洛阳火车
站候车。她的心，早已
飞到 2000 公里外的家
乡青海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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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求卓几乎每天都用藏文写日记

说起对110的印象，对很多人来说，除了信任，更
多的是神秘和敬畏。昨日，记者走进110联动指挥中
心和西工派出所，探访110民警接警、出警的过程。

接警：常有无效报警电话
遇到困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拨打110报警。然

而，110接警员也时常接到让人啼笑皆非的无效电话。
昨日下午，110接警员付晓燕就接到这样一个电话：

“轿车撞人了，在瀍河。哦，不对，在开元大道。”
“您好，具体位置在哪儿？”
“好像是在安乐……我也弄不清楚，等会再打吧。”
去年7月的一天晚上，一名男子报警：“警察同志，

我心情不好，能聊聊天吗？”最后，接警员对该男子进行
了批评教育。

110联动办有关负责人坦言，3年来受理410余万
个报警电话，但其中至少有80万个属于无效报警电话。

民警提醒，报假警或无效警情况严重者，或将被依
法处以10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况特别
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出警：工作琐碎亦神圣
昨日15时50分许，记者跟随西工派出所民警王

智峰等两人出警。
不到5分钟，民警赶到报警现场——中州中路一

家商场。起因是有居民反映附近商场的广告屏播放声
音过大，影响正常生活。处理后，民警又直接赶到位于
凯旋路市委家属院附近的一处停车场。报警者是一辆
外地车车主，反映停车场乱收费，还不开发票，停车期
间车门无故还多了一道划痕……

由于停车场看守人员先前离开现场，王智峰遂与
车主一同返回大队，并同时联系市停车办协调解决。

落脚不到3分钟，王智峰的对讲机又响了起来：中
州中路凯旋广场附近有一老人带着小孩沿街乞讨，请
求将其送往救助站。话音刚落，王智峰再次出动。

16点40分，百货大楼附近商场，有人手机被盗；
17点刚过，鸿城商厦附近，有人钱包丢失……

一个多小时，民警出警5次。王智峰说，他们平均
每天出警30多次，面包车平均每天行程约200公里。

王智峰说，工作虽然琐碎，但很神圣。无论如何，
为守护百姓安居乐业，警察责无旁贷。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实习生 郅泽宇 通讯员 李辉

体验110：
工作琐碎 职责神圣

瀍河派出所政委孟现战，是我市 110
报警服务台组建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昨
日，他讲述了110的“前世今生”。

孟现战说，其实早在1983年，我市公
安机关就尝试用电台直呼的形式帮助群众
解决困难。公安机关在城市区设立12个警
亭，警亭人员由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共同组
成。当时，市公安局成立指挥通信科，对12
个警亭的人员进行指挥调度。群众如若到
公安局报警，指挥通信科就通过电台直呼，
通知距离最近的警亭执勤人员进行处理。

1996年9月，我市公安机关建成110报
警服务台并投入运行，当时系统实行了电脑
化，但仅有3个接警席位和1个班长席位。

1999年，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
警员已有30名。为了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三台合一”势在必行，就是将报警电话
110、交通事故电话 122、火警电话 119 全
部归到110报警系统运行。

2001年，市公安局与邮电部上海第一
研究所共同研制开发了具有全新功能的现

代化报警服务设备，它具有完善的110接
处警系统、先进的移动目标卫星定位系统、严
密的固定目标图像监控联网报警系统。当
时，该系统可覆盖除吉利区外的城市区所有
范围，并能基本保证拨打110不占线。

2010年年底，我市推行110应急联动
服务机制，整合关系民生各职能部门的资
源，将原有的110、12345、12319等便民服
务电话集中为110一个号码。市民只要拨
打110，包括取暖、环保、水务、公交等与群众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都可以得到帮助。

目前，我市已实现 110 应急联动县
（市）区全覆盖，联动服务单位达 109 家；
110联动服务平台的接警员已达77名，可
保证20个接警席位的正常运转。联动平
台每日接到各类诉求呼入电话近 6000
个，其中有效警情和诉求约1500个。

2013年，110联动办共受理公安以外
的各类有效诉求 292973 件，日均达 888
件，月平均办结率达98.53%。

本报记者 李三旺 特约记者 马少龙

从1部电话到109家单位联动
今天是全国“110宣传日”，记者带您了解我市110的“前世今生”——

我市早期的电台直呼报警模式 （资料图片）

工作中的付红双（右）和陈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