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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额头、红润的面容、矍铄的精神……面前
的市老干部督导团副团长马世凯，可亲，可敬。

一提起创建工作，这位85岁高龄、曾驰骋于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的老战士老干部，眼中
闪烁着光芒：“我对洛阳有着特别的感情。我不怕得
罪人，不怕棘手难办的事，只想尽我所能，守护这座
城市的美丽、整洁！”

核
心
提
示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三旺）栾川烧伤男童小强
（化名），走了。昨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透
露，小强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昨日上午
离开这个世界。

1月17日，栾川县栾川乡堂上村10岁男童小强
在家烤火时不慎烧伤，烧伤面积达54%。这一消息经
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一场爱心大救援在洛城
温暖上演，社会各界人士为小强捐款超过90万元。

小强始终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在被迫两次取消
手术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1月28日对
小强进行了首次双下肢植皮手术，手术顺利。医生
表示，他们希望于1月31日为小强进行腹部植皮手
术，但由于其呼吸问题，手术无法进行。

该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肖蓉表示，春节期间，相
关医护人员放弃假期休息，对小强进行全力救护。
但小强因肺部严重感染，呼吸功能出现衰竭，医务人
员虽全力抢救，但仍未能将小强从死神手中夺回。

小强的姑父贾发庄十分感谢爱心人士及医护人
员，他同时表示，小强收到的爱心捐款还剩37万余
元，他们将捐献这笔善款。

亲属将捐献所剩善款

小强走了

大雪天已过，许多市民驾车出行，但开车经过湿
滑、结冰路面时，您还得留点神儿。8日晚，王城大
道陇海铁路立交桥北段发生一起车辆坠桥事故，原
因就是路面结冰。

“当天 22 时许，我们接到求助电话，到达现场
后，在东侧桥下路面上，一辆私家车四轮朝天，损坏
严重，所幸驾驶员和3名乘客仅受轻伤。”市交警支
队事故处理大队三中队民警说。

经调查，事故原因为，桥面结冰湿滑致车辆侧
滑，司机刹车制动，车辆因惯性冲破护栏跌下数米高
的桥下。

交警表示，近日冰雪在慢慢融化，但一到晚上温
度下降，雪水易重新凝结成冰，在桥面上尤为突出，
极易造成车辆追尾、剐蹭、甚至侧翻等事故。

市交警部门提醒，冰雪路面附着系数低，车胎易
打滑。市民在驾车时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防止
车速过快，避免突然加速，同时行车间距应保持在平
时的4至5倍。制动时，应以点刹方式为主，轻踩轻
抬。如遇车辆打滑，应顺打滑方向轻轻转动方向盘，
待车辆回正后再轻踩刹车。

此外，雨雪过后，室外温度仍然较低，市民驾车
前应注意检查车胎是否冻结于路面，驾车转弯时尽
量避开弯道内积雪，经过桥梁和陡坡时要加强预
判，提早减挡减速。走大弯、转缓弯，雪地爬坡时注
意利用发动机减速，切勿依赖刹车制动，坡道起步
严防滑坡。

本报见习记者 苏楠 特约记者 姜东

路面结冰，一私家车坠桥。
交警部门提醒——

冰雪渐化
行车仍需谨慎

“不管你是谁，群发的我不回，不是不给你面子，
我只是怀念真的东西……”在马年央视春晚上，歌曲

《群发的短信我不回》引起了不少人共鸣。
春节期间，市民张欣在给亲朋发送祝福短信时，

没有群发，而是用手机拍下写好的祝福语再以短信
发出，这一举动被好友称为“唤醒了沉睡的真诚”。

80后女孩张欣家住西工区健康西路。前几年
春节，张欣都利用群发短信的方式向亲朋拜年。有
一次，她在转发短信时忘了更改落款，“尽管对方谅
解了我，但自己觉得很不是滋味”。

马年春节，为了能表达自己的真诚，张欣想了一
个办法——写信。

“我想用这种久违的方式传达自己的祝福。”张
欣说，腊月二十九那天，她找来一本便笺纸，开始为
亲朋好友写信，然后再用手机拍照，用QQ或微信传
给对方，她把这种方式称作“私人订制”。

“你是开朗、活泼的美女，在三亚那个美丽的城
市与你相识，很荣幸……请收起来自洛阳的祝福：新
年快乐！”这是张欣写给外地好友的信。记者看到，
她写给每个朋友的信件虽然只有短短几十个字，但
内容均不同，语言朴实无华，显得十分亲切。

张欣的这种“手写”祝福短信的方式，得到了亲
朋好友的认可。许多收到的人还将其发到自己的
QQ空间、QQ群或微信圈。

张欣的一名好友说：“收到这样别出心裁的祝
福，心中有种表达不出的兴奋。”还有人说：“在海量
信息时代，我们内心的真诚被淹没了，而这一新的祝
福方式又将它唤醒了。”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文/图

唤醒真诚的
“手写祝福短信”

正月初八午夜，宜阳县消防大队锦屏
大道中队副中队长黄飞和战友们，为了营
救受困山区的病危村民，经历了与死神赛
跑的两个多小时。

大雪封路，病危村民被困山村
大年初三，当市民正尽情享受阖家团

圆的温馨时，家住涧西区的黄飞挥手告别
亲人，回到宜阳县消防大队的工作岗位
上。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提前返岗的
春节假期，他只记得，春节期间是险情高
发期，饺子都来不及吃便奔赴抢险现场是
常有的事。

从正月初五开始，我市普降大雪，厚
厚的积雪将宜阳县的山间公路几乎全部
中断。正月初八 23 时许，宜阳县消防大
队通讯室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里传来县
110 指挥中心的接警通报——高村乡石
村一名大娘因突发心脏病，已处于昏迷
状态急需转送县医院救治，但因大雪封
山致使急救车难以行进，请求消防官兵

救助。
高村乡石村地处宜阳县西北部山

区，距离县城约 50 公里，其中险峻山路
就有 20 多公里。在天气路况良好的情
况下，行车也需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县
城。而眼下刚刚降过大雪，山路更加难
以通行。

“乡卫生院的救护车没有加装轮胎防
滑链，如果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黄
飞说。

火速出动，深夜开辟生命通道
23 时 06 分，冒着凛冽寒风，黄飞率

领 6 名战友发动消防车，踏上了救援征
程。

雪野茫茫，山路弯弯，在漆黑的夜幕
下，车辆辗转前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
难跋涉，消防车于零时 11 分抵达石村卫
生院。正在焦急等待的医护人员迅速将
昏迷中的大娘抬上救护车，在消防车的引
导下，救护车向县城方向驶去。

“哗啦哗啦……”寂静的深山中回荡
着汽车的引擎声和防滑链的摩擦声。消
防车和救护车的车灯光柱一前一后，在夜
幕下的山路上闪耀着。紧随消防车的救
护车缓缓行驶，载着生命垂危的大娘在山
路上一点点前行。

“注意把稳方向……向左……向右
点……”每当途经险要路段，黄飞就跳出
驾驶室，在寒风中指挥车辆小心行驶。此
时的黄飞，恨不得让汽车插上翅膀，马上

“飞”到县医院。

病人获救，官兵重回值守岗位
经过 45 分钟的艰难行进，1 时许，消

防车终于将救护车引导至路况相对较好
的省道 318 公路。黄飞等人长出了一口
气。

救护车闪烁着警示灯，载着病人一路
向东迅速驶往宜阳县人民医院。1 时 25
分，大娘被送进宜阳县人民医院急救室。

“幸亏你们送来得及时，如果再延误
半个小时，病人的生命可就难保了！”医务
人员迅速采取急救措施，昏迷中的大娘脱
离险境。

黄飞等消防官兵方才还悬着的心这
才落地。没等病人家属道谢，他们便默默
地离开医院，回到值守岗位……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左宏

雪后午夜，为营救被困的病危村民，宜阳县消防官兵往返跋涉近100公里——

冰天雪地辟出生命通道

唯有创建长精神
——记市老干部督导团副团长马世凯

在洛阳城的春夏秋冬，不论是在繁华
的商业地段，还是在热闹的集贸市场，抑
或是在背街小巷，经常活跃着一群身着军
装的老人：他们平均年龄70岁以上，或维
持交通秩序，或现场督查城市卫生，督促
整改。他们就是市老干部督导团。

督导团成立于1992年，主要职责是
义务管理市容市貌，马世凯是该团的组建
人之一。

督导团大部分成员是部队离退休干
部，多数人身体并不好，如何让他们发挥
更大的余热？作为“指挥员”，马世凯制定
了铁的纪律——参加会议时，要列队入
场；督导时，要像战士一样纪律严明……

“这是原则，工作时只有坚定不移地执行，
才能推动工作，得到市民的理解和尊重。”

马世凯说。
同时，按照“干活不干扰，帮忙不添

乱”的工作原则，督导团还加强自身队伍
建设，相继制定了每周一例会、各分团每
周书面汇报等一系列制度。督导团逐渐
成为我市创建工作中一支独特的“生力
军”和城市管理的“参谋”。督导团每年
出勤上万人次，教育疏导违规车辆5000
多台，纠正乱摆乱放和无证经营者5000
余次……

督导团的工作也逐渐得到市民的广
泛支持。以前，有市民不理解：“一群老头
子，不在家抱孙子，带着红袖标子，专门出
来找茬子。”现在，市民亲切地称赞“这些
老头子，没有官架子，不怕碰钉子，能出好
点子”。

每天上午 8 点，马世凯准时来到办公
室。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创建工作的关键
阶段，他经常不到7点就出门现场督查工作。

22 年来，马世凯的足迹遍布洛阳的
大街小巷，对全市创建工作可谓了如指
掌，哪个社区有什么问题、哪个背街小巷
保洁不力，马世凯都一清二楚，被誉为创
建工作的“活地图”。

马世凯的认真劲儿是出了名的。每
次外出督导时，他坚持坐在副驾驶位置，
这样视野开阔，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对督
查到的问题，他除将时间、地点、责任单位
登记清楚外，还要在现场等待落实结果；

重大问题落实后，他还要跟踪问效，反复
督导。

在老城区某集市，曾有一条约30米
长、2 米高的垃圾带，苍蝇乱飞，臭气弥
漫，过往行人纷纷抱怨。马世凯带领督导
团到现场了解情况后，立即督促责任单位
清除垃圾100余车，问题得到解决。

从2005年至今，经马世凯督导的问
题多达1500余件，大部分得到解决。同
时，他还提出各种建议100多条，被相关
部门采纳。

基于此，马世凯获得全国老年事业开
拓奖。

为创建干净整洁的城市奋斗 22 年，
还要继续奋斗——这是马世凯的选择。

马世凯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的洛
阳，占道经营、流动小贩、车辆乱停、小广
告乱贴等现象普遍存在。

马世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动
请缨，要求义务协助有关部门参与城市管
理。不久，老干部督导团成立，他被任命
为副团长兼秘书长。

城市管理问题多、难度大、易反复，督
导团没职没权，怎么开展工作？马世凯给
出了答案：“坚持凭党性做事，凭良心做
人。”

他带头学习法律法规及城市管理工
作标准，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
满了学习体会。现在，他成了城市管理
的“百事通”，经常热心地为年轻同志答
疑解惑。

马世凯坦言，他也会遇到一些市民
的不理解。有一次，他劝导一名违规占道
经营的流动小贩时，对方不满地说：“多管
闲事！你这老头儿还能管几天？”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你不管，我不
管，谁来管？我活一天，就要管一天。”马
老说。

耕耘，收获。这些年来，我市先后荣
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等称号，这里面，凝聚着马世凯和
老干部督导团的无数心血。

马世凯说，每天傍晚下班，走在整
洁的路上，感受着文明的环境，是他一
天中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刻。为了这种幸
福，他表示：“只要呼吸不停止，就永不

‘退休’！”
本报见习记者 高峰 通讯员 徐巧丽

大街小巷“找茬子”

城市管理“百事通”

春节期间，网上热传节日最怕被问及
的话题，“有对象没”“什么时候结婚”位列
其中。近日，有媒体报道，春节期间，河南
省虞城县一名年轻女孩一天内连续相亲5
次，以致第一个男孩长什么样都忘了。类
似的事儿也发生在我市不少单身年轻人
身上。

回家过年，频赴相亲
董磊今年28岁，至今单身，大学毕业

后他选择在郑州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平时只有节假日才回洛阳与父母团聚。

董磊说，由于自己在外地工作，一直
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对此，他的父母
很是着急。春节假期，他已被父母安排相
亲三四次了。

“除夕当天都在相亲，快要疲劳了。”
在我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杨静说，自己已

工作三年，一晃到了待嫁年龄，父母、亲
戚、朋友急于帮她找对象。春节休息 7
天，她有3天在相亲。

某婚恋网站洛阳 VIP 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春节长假成了不少单身
男女相亲的黄金时段。“春节前后来咨询的
人很多，其中不乏在外地工作的洛阳人，中
心每天都会安排‘一对一’相亲活动，最多
时一天安排了60多次。”该负责人说。

方式不当，相亲或成负担
相亲本是单身男女寻找另一半的好

办法，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长辈的
催促下，相亲似乎变成了负担。

董磊说，他并不排斥相亲，也向往美
好的爱情，但每次回家面对父母质问何时
结婚，就感到压力很大。

“平时在外地工作，父母电话中提到

‘找对象’时，还能岔开话题，但过年在家，
父母的质问如同指责。”董磊说，他还为此
跟父亲大吵一架。

“有着和董磊类似经历的不在少数，
单身男女因家人给的压力过大，对相亲产
生逆反心理，把其视为负担。”某婚恋网站
洛阳 VIP 中心负责人说，春节期间，一名
在广东工作的洛阳单身女孩，为了逃避父
母逼婚，竟不回家过年。

相互理解，营造轻松婚恋氛围
我市国家级婚恋指导师王皓瑜表示，

目前很多单身男女都面临相亲，但在父母
和子女眼中，他们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
长辈是过来人，对婚姻和情感有更高层次、
更为成熟的看法，认为子女理想的对象各
方面条件都应很不错；而在年轻人看来，就
算是相亲，也要找怦然心动的感觉。

“看法不同，难免会有矛盾。”王皓瑜
说，很多父母常会无意识地以“再不找就
不好找了”“再挑就没人要了”等话语催促
子女尽快解决个人问题；此外，不少父母将
自己婚姻中的不如意作为反面教材，干预
子女，将自己对于婚姻的完美期望寄托在
孩子身上，虽然家长的初衷是好的，效果却
微乎其微，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如果父母一味催促、施加压力，会增
加孩子的焦虑感。作为家长，不妨尝试换
一种表达和关心方式，以朋友间聊天的方
式，了解孩子的想法及意愿；同时，子女也
应尽量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本报记者 赵佳

春节回家，你被相亲了吗？

创建工作“活地图”

张欣写给亲友的祝福信

2011年夏，马世凯（左一）在老城区北大街附近督导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