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下班不必非得开车

如今，把早上走路上班当成“晨练”，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了。在我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肖先生长年坚持走路上下班，
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位“低碳族”。

肖先生家住纱厂西路，单位在行署路，路程不算远，走路
只需20分钟。“我有汽车，但我觉得早上起来应该锻炼一下，
这样一天的精神会很饱满。”肖先生说，只要不是恶劣天气，他
都步行上下班。

在高新区某社区工作的闫丽虽然家有轿车，但她还是坚
持骑电动车上下班。“在社区工作，街道窄，进出不便，上班路
上容易堵车，车位也不好找，所以我一般不开车。”闫丽说，上
周阴雨连绵，她穿着雨衣骑电动车20多分钟到达单位，沿途
缓慢挪动的汽车长龙让她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她的同事
和朋友中，很多人也和她一样选择电动车出行。

绿色出行，收获健康

“以前上班地点离家近，我一直走路上班。”在新区某科技
公司工作的赵文华说，去年大学毕业，她在居民小区租了房
子，每天早上，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达当时所在的公司，沿途
绿化带中的各种花草让她神清气爽。

今年，她换了一家公司，工作地点比原来远了不少，一辆
单车就成了她上班路上的伙伴。“骑自行车上班，可以欣赏风
景，更可贵的是，许多一路同行的人，一来二去都成了朋友，大
家边骑边聊，心情很好。”她说。

不过，每隔几天，她还是会走路上班。赵文华说，平时工
作忙，很少有时间锻炼身体，步行则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

市民支持“无车日”

市民张先生家住涧西区上海市场附近，在老城区唐宫东
路上班。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在“无车日”改变一下自己的
出行方式。“我和妻子商量好了，这一天我们俩都不开车，乘公
交车上下班。”张先生说，“无车日”需要更多人参与和倡导。

采访中，多数市民表示对“无车日”大力支持。很多人认
为，开私家车出行确实要比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速度快，但随
着私家车增多，交通变得越来越拥堵，人们反而失去了效率和
速度。

市民吴女士每天上下班都要开车经过王城大道，早晚交
通高峰时段，拥堵的路面让她头疼不已。“堵在路上走不动时，
真羡慕那些骑自行车或电动车从身边经过的人。”她说。

为“绿色出行”提建议

市民焦女士家住周王城广场附近，从今年年初起，她就
在公益自行车站点租自行车出行，十分方便。她认为，公益
自行车的设立，是政府倡导绿色出行的有力举措，应大力提
倡。然而，如今路面上的汽车很多，很多地方汽车、自行车、
行人混行，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焦女士说，她在上海出差
时曾看到当地的一些路段设立了自行车专用道，这值得我
们借鉴。

也有人建议政府以补贴方式推进包括私家车在内的机动
车“油改气”，引导市民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汽车尾气污染。

市民闫丽说：“我希望我市公共交通体系的服务更加完
善，比如热门公交线路再增加一些夜间班次，方便市民和游客
外出购物或游玩乘坐。”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记者 苏楠

“绿色出行”理念渐被接受，
不少市民坚持步行、骑行

今日“无车日”
让您的爱车歇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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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我国第 8 个“无车日”。
近年，“绿色出行”理念渐渐被人们
接受。记者走访发现，人们的出行
方式在悄然改变，坚持骑行、步行的
市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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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 上查询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洛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春都路分社
机构编码：E0035U341030026
许可证流水号：0049284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月1日
住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春都路融汇佳苑1号楼
邮政编码：471000
电话：0379-6528182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4年9月15日

■18日至26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全市开展白酒
及配制酒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监管及约谈工作。对白酒生
产企业，重点监管在生产中与白酒接触的容器、管道是否
还存在使用塑料制品，浓香型白酒生产企业是否存在违
法添加香精香料；对配制酒生产企业，重点监管是否存在
以配制酒冒充白酒、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药物）、宣传医
疗保健功能等。市民如果发现生产不合格酒行为，可拨
打电话64335993投诉。 （赵佳 徐伊歌）

双休日 ，在孟津县小浪底镇石门村
千亩软籽石榴基地，丰收的石榴挂满枝
头，村民正在抓住有利时机采摘销售（如
图）。

石门村属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移民
村，人多地少。2010年，该村成立了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从省农科院引进突尼
斯、泰山红、红如意、红光等4种软籽石榴
新品种，种植面积1000多亩，吸引90多
家农户加入种植。目前，500多亩石榴已
进入盛果期，亩均产量可达1000公斤。

然而，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严重影
响了石榴的销路。尤其是受雨水影响，
部分石榴出现崩裂，眼看要烂掉卖不出
去，该村果农心急如焚，热切盼望爱心人
士为石榴找出路。

石门村石榴基地行车路线：沿小浪
底专用线向正北行驶，过横水转盘直行
约500米路右。

郑战波 张宏波 摄影报道

石门石榴红
盼您来采摘

他是人民警察的楷模；他侠肝义胆，
嫉恶如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壮烈牺
牲；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1996 年
11 月 20 日，新安县公安局这样评价
民警李献军，并做出向李献军学习的
决定。

生前是个热心肠
“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要当一名

好交警，要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李
献军牺牲后，战友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看到他的一本日记中这样写道。

1992年，李献军从新安县矿产公司
调到县交警大队，当上了一名交通警
察。战友们说，李献军是个热心肠，对
同事、群众，都是这样。

1996年3月，李献军在执勤中发现
一辆大货车拉的纸卷掉了好几卷，但司
机不知道。李献军将掉下的货物搬到
车上，追出近 3 公里，才赶上大货车。
更让司机感动的是，李献军帮他将货物
绑牢后才走。

还有一次，一辆外地车在新安县抛
了锚，需要购买配件，可司机所带的钱
不够，急得团团转。李献军执勤刚好路
过，就拿出 200 元给了司机。后来，得

知李献军牺牲的消息，这位司机专程从
外地赶来，向他表达哀思。

随和、爱民、勇敢……
“献军这小伙子，人可好，随和、爱

民、勇敢……”新安县交警大队民警陈
献忠说，他曾是县交警大队事故股的股
长，李献军曾是事故股的民警。

陈献忠说，有一天下大雨，他们接
到事故报警，一辆义马市的货车侧翻，
司机伤情严重。接警后，正在街面执勤
的李献军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并在
大雨中把伤员从车内救了出来，一面进
行紧急救治，一面拨打120。由于处理
及时，这名司机最终得以脱离生命危
险。事后，司机专程到交警大队送锦
旗，感谢李献军。

1991年9月的一天，李献军与同事
一起来洛阳办事，返回时，在搭乘的公
共汽车上遇到窃贼。当小偷的手伸进
老人的衣兜时，李献军与同事站了出

来，合力将对方制伏，并在群众的帮助
下将小偷送到了派出所。

嫌犯用枪对准战友，他
冲了上去

1996年11月16日上午，李献军与
同事郭朝阳在 310 国道新安县第一化
工厂门前执勤时，发现一辆吉普车违法
行驶，并且没有安装号牌，二人遂上前
盘问。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李献军生命
的最后时刻。

新安县公安局在随后的调查中得
知，这辆吉普车由抢劫犯罪嫌疑人田彦杰
等4人驾乘。被民警示意停车后，田彦
杰拿出一盒红塔山香烟给李献军，但被
拒绝。民警郭朝阳上了嫌疑车，准备开
到路边。不料，田彦杰从左后门上车，
取出一支七连发猎枪跳下车，用枪指着
郭朝阳叫喊：“快下车，不然就开枪打死
你！”

李献军见状，奋不顾身冲了上去。

田彦杰掉转枪口，对着李献军扣动了扳
机，李献军当即倒在血泊之中。田彦杰
又向郭朝阳开了一枪，然后驾车逃窜。
郭朝阳身负重伤，李献军壮烈牺牲。

事发前，这伙歹徒曾在郑州市抢劫
并杀害一名出租车司机，后逃往灵宝，
在从灵宝逃向洛阳的途中，他们在新安
县遇到了李献军和郭朝阳。后来，4名
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我不记得爸爸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为人民而死

李献军走了，留下了年迈的父母、
年轻的妻子和刚满 3 岁的双胞胎儿
女。如今，李献军的儿女已经 21 岁
了。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他的女儿李
天皓，她目前是新安县公安局警令部的
一名工作人员。

李天皓说，爸爸牺牲时，她还不记
事，这些年，爷爷、奶奶和妈妈很少对她
提起爸爸牺牲的事，但每年清明节，她
都会和妈妈一起去祭奠爸爸。

“我不记得爸爸的模样，但我知道
他是为人民而死的，我很骄傲。”李天皓
说着，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李天皓说，哥哥李天翼目前已从河
南省警察学院毕业，他希望能成为像爸
爸一样的人民警察。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见习记者
陈曦 特约记者 马少龙 通讯员 崔跃
国 文/图

李献军：面对持枪歹徒，他冲了上去

李献军（1965年—1996年），新
安县城关镇人，1991 年参加工作，
1992年入警，生前系新安县交警大
队民警。1996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李献军在 310 国道新安段执勤，在
盘查嫌疑车辆时遭歹徒枪击，壮烈
牺牲，年仅31岁。

洛阳警察博物馆内陈列的李献军烈士部分遗物

■ 烈士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