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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市残联组织的“圆梦助学”活动于近日启动，我市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大学生可一次性获补助3000元，考上大学的
残疾人子女可一次性获补助2000元。

本次救助只限于2014年参加普通高招考入国内全日制高
等院校（大专以上高等院校）的本市户籍残疾人大学生和残疾人
子女大学生。残疾人大学生申请补助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第
二代残疾人证、准考证、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
人子女大学生申请救助时需提供家庭贫困证明材料，父（母）的
身份证、父（母）的第二代残疾人证、户口簿（证明残疾人与子女
关系）的原件和复印件，子女本人身份证、准考证、高校录取通知
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18日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或残疾人子女可携带相关证件到
户口所在地残联登记。详情咨询：69910200。（戈晓芳 马文静）

残疾人大学生补助额更高

残疾人子女上大学可获补助

几位头戴红帽、臂缠袖章的老太太，在东车站附近来回转
悠，看到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都要“检查检查”。19年来，“老
妈妈防火团”走街串巷，义务宣传消防安全。

“乱扔烟头不得了”
“我的店铺评上消防文明单位啦！”近日，在九龙台街一家沿

街店铺的老板笑着吆喝道。
年初，“老妈妈防火团”发现这家店铺乱拉电线，存在安全隐

患，多次上门督促其整改。老板在她们的“施压”下，把店里的电线
整改了一遍。

看到宣传有效果，老太太们更有动力。她们看见有人围在
街边下着象棋抽着烟，就“唠叨”起来：小小香烟真好吸，还是要
来劝劝你。乱扔烟头不得了，不小心就要起火苗……

“正是宣传好时机”
1994年“老妈妈防火团”的组织者刘持花退休后，来到瀍河

回族区西闸口社区工作。1995年，她组建腰鼓队。当时，该社
区火灾时有发生。

“在广场上打腰鼓有很多人围观，正是宣传消防常识的好时机。”
刘持花说，她和大伙儿商量后，把腰鼓队改成“老妈妈防火团”。

每逢节假日，“老妈妈防火团”便登台表演，宣传消防常识。
“有人不愿听，看完就走了，效果不好。”刘持花说，后来，她把消防
常识写成顺口溜——《消防牵涉万千家》消防歌。

“防火意识要牢记，别让火灾害了你。火灾隐患似猛虎，千万
不能来马虎……”老太太们边打鼓表演，边唱消防歌。

“这闲事管定了”
“消防宣传不能断弦儿。”刘持花说，除了表演腰鼓，这些老

太太们常三五结伴儿在社区巡逻，看见闲事就要管，“走到哪儿，
消防说到哪儿”。

“刚开始有人不听劝，嫌我们多管闲事。但这闲事我们管定
了。”刘持花说。“现在人们的素质都很高，只要俺们说，他们就
听。”“老妈妈防火团”成员黄瑞平说。

刘持花说，19年来，“老妈妈防火团”先后发展了100多名队
员，目前，队伍在不断壮大当中。如今，她们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

瀍河回族区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吕德良说，“老妈妈防火
团”作为基层义务消防宣传组织，使西闸口社区居民的消防意识
普遍增强。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文/图

一群老太太,平均年龄超70岁，
走街串巷说“防火”——

“老妈妈防火团”在行动

昨日，有市民反映，洛浦公园东段部分道路堆积大量枯枝败
叶，影响通行、美观。

随后，记者赶往现场。在柳林南街附近的洛浦公园内，主要
通行道路路面上堆积有不少枯枝，绝大部分已干枯，枯枝堆积路
面近1公里（上图），且路边一些柳树快要断裂，存在安全隐患。

洛浦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7月29日，我市遇极端天
气，仅公园洛阳桥以东段就有300多棵树木发生倒伏。之后，工
作人员进行集中清理，目前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该负责人表示，市民如发现洛浦公园中有树木枯萎断裂，可
拨打63256760反映。 本报记者 苏楠 实习生 王玉珠 文/图

极端天气致洛浦公园东段数百棵树倒伏

枯枝败叶正加紧清理

昨日从洛阳火车站获悉，近期，铁
路部门对铁路客票系统进行了优化升
级，涉及一些旅客买票时需注意的事
项。其中，自 8 月 1 日起，一代身份证
不能再作为凭证购票。

票面均显示旅客姓名
自8月1日起，铁路部门取消使用

一代身份证购票。从本月起，一代身
份证不能用于窗口、代售点、电话、网
络购票。

洛阳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8月
1日前，只有用二代身份证才可取到印
有旅客姓名的火车票，除此之外，使用
护照、港澳通行证等其他需要人工输入
证件号的有效身份证明购票时，都不会
在车票上显示姓名。

自 8 月 1 日起，除使用二代身份
证出票时可自动打印旅客姓名外，使
用规定的 24 种证件购买火车票，票
上都会加印旅客姓名。（详见右图）其
余的 20 余种购票证件在窗口购票都
要人工录入姓名，只有姓名和证件号
一一对应后才能出票，旅客才能持票
进站。

购学生票需证件信息齐全
今后，铁路部门发售学生票时，对

于不能读取优惠卡内信息或优惠卡信
息中缺少姓名、身份证号码的旅客，后
续将无法与身份证信息进行比对，进而
不能发售学生票；如遇特殊情况，比如
持录取通知书的大学新生，可前往车站
专门窗口购票。

“也就是说，今后购买学生票，只有
同时出具二代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
件，才能享受优惠。同时，今年被高校
录取的新生，也可提前购买优惠学生
票，不过，需要到火车站购买。”洛阳火
车站相关负责人说。

铁路部门提醒，为方便学生旅客
提前购票，铁路部门对乘车日期在 9
月 10 日前的学生票预售期延长至 30
天，学生可通过 12306 网站、电话订
票、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点提前购
票。

自明年起凭新版残疾军
人证购买优惠票

残疾军人在窗口购买或换取残军

票时，需通过优惠凭证识读设备读取
相关证件的号码，与购票时填写的证
件号码一致，方可出票。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新版残疾军人
证换发工作已经开始，证件换发工作将
于2014年12月31日结束。从2015年

1 月 1 日起，旧证作废。2015 年 1 月 1
日前，新旧残疾军人证均可购买优惠
票。2015年1月1日后，只有使用新版
残疾军人证才能购买优惠票。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郭琦
王红丽

铁路客票系统近日升级

一代证不能再购票
票面均显旅客姓名

这几天，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综
合办公楼二楼，比往常热闹了不少。进
进出出的社区居民，不是来办事的，而
是去参观一个书画展。这个书画展有
啥稀罕呢？

挥毫颂扬好家风
“好家风，抵万金，论道德，塑灵魂，

劝行为，彰精神……”三字一句，朗朗上
口，在书法作品《家风谭》前不时有人念
出声。

这可是年过七旬的社区居民李应
录的原创作品，也是由常袋社区20多
名居民创作的140余幅以传统家风家
训为内容的书画作品之一。

“7 月中旬，社区决定将家风家训
宣传教育与书画结合，举办家风书画
展。居民交来书画作品近300幅，经仔
细挑选，最后由社区装裱展出。”常袋社

区工作人员刘武献说。
8日，这个“书家风文化 促社会和

谐”主题书画展开展，将在社区综合办
公楼内展出半个多月。6日，布展完成
后，不时有居民先睹为快。

记者看到，除了《君臣对》《朱子家
训》传世名篇及家训外，展品中不乏居
民的原创作品。

《家风谭》是李应录老人花费几天
时间创作而成的，全文180字，不仅列
举了“古家风”，还融入“爱国、敬业、友
善、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颇受大家欢迎。

好家风中好故事
在展出的书画作品中，几幅形态各

异的牡丹画别具一格。前来参观的社
区居民说，作画者用心在画，不然画不
了这么好。

按照图上的题款，记者找到了作画
者、60 岁的社区居民刘爱玲。她的老
伴儿乔建设声音略显沙哑：“3 个孩子
都是大学生，大儿子已经读到博士了。
要不是她，我根本活不到现在。”

2011 年，时年 57 岁的乔建设被
诊断出患了食道癌，为给他治病，刘
爱玲东挪西借，凑齐了 10 万余元。
老伴儿还得恢复，借款得还，刘爱玲
犯了难。

刘爱玲做出了一个多数人并不看
好的决定：学画牡丹，卖画还债。除了
自己买书、买光碟，她还时常向村中的
书画能手请教，如今进步明显，也时常
有所收获。

“她原来是位民办教师，真是应了
展品中一幅字——‘丹桂有根独长诗书
门庭，黄金无种偏生勤劳人家’。听说
社区搞家风书画展，她可积极了，俺家

几个孩子都很懂事、很争气，这也和家
风有关。”乔建设说。

展览让人受益多
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孝悌也有作品

参展。他书写的是“孝友贞让，惠政善
教”，这正是他家的家训，传承已久。

说着说着，他拿出一页纸，题曰“妈
妈的话”。“妈妈2010年不在了，后来回
想妈妈说过的话，实际上是把家训的许
多内容用通俗的方法说出来，于是开始
记录，给姊妹们每家一份。”

“过日子要仔细，不要一顿饱饭忘
了千年饥”，“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点明
烛下苦心”，“山高不遮太阳，儿大不压
爹娘”……话语虽简，却富含哲理。

“这些家风家训确实宝贵，展览让
人受益匪浅。”社区居民周爱娟说。

本报记者 苏楠 实习生 王玉珠

孟津县常袋社区举办家风书画展

好家风，抵万金……

“老妈妈防火团”走街串巷，义务宣传消防安全

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户口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保障卡、军官

证、武警警官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军队文职干部证、军队离退休干

部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往港澳通行

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外国人居留

证、外国人出入境证、外交官证、领事馆证、

海员证、外交部开具的外国人身份证明、地

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具的

护照报失证明、铁路公安部门填发的

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行证。

24种有效购票证件

炎炎夏日，许多人喜欢来杯啤酒，一解闷热。有这样一群女性，为了让大家喝到最好的啤酒，她们天天和啤酒打交道，
利用自己的味蕾去品评啤酒。近日，记者来到宜阳县青岛啤酒生产基地品评室，用镜头记录下了女品酒师的工作。

“啤酒蕴含数千种物质，再精密的仪器也无法一一辨别。”品酒师徐新静说，因为女性对酒的敏感性会更强一些，所
以品评室里的品酒师基本上是女性。每天下午4点她们就集中在品评室对每款啤酒逐一品评。品酒师不仅要品啤酒，
还要对原料、包装物料、成品、半成品及和酒液相接触的其他物料等进行品评，甚至连刷瓶水、瓶盖中垫片的“煮沸水”
也要用嘴把关。品酒师每天通过看、摇、闻、尝，品评20多种样品，光是要分辨出的味道就达39种，所以她们的舌头和鼻
子也变得异常金贵。对于女性品酒师而言，化妆是一件奢侈的事，见到香水更要绕着走，为了保持味觉的灵敏，吃饭必
须清淡。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仝少飞 张珂 摄

“醉女”之意不在酒

取样

每个环节的样品都需要品尝

观色

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