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勇介绍说，在始祖山基站的建设之
中，他们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选点划线难，
由于始祖山地形复杂，他们要从这座山头翻到
那座山头，一个点一个点地测，一座山一座山
地看，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建基站。二是交通
运输难，山区的地形决定了通信基站只能修建
在能覆盖全景区的山坡或山冈上。三是土建
工程难，由于始祖山上几乎都是岩石，是一个
标准的“石头山”，建设起来难度非常大。四是
电力引入难。

“但是始祖山是和拜祖大典关系最密切的
景区，我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李建勇说，基
站的铁塔材料接近 20吨，由于山高路陡，小型
的机动车上不来，大型的车辆又无法通过。为
了按时完成建设任务，他们租用了当地农民的

牛车，采取“牛拉人推”的方式将一棵棵线
杆和设备运到位；线杆运到了山上，可栽杆
又成了一大难题，平常都是在土地上栽线

杆，现在可是要把线杆栽在石头上，只能采用
人工的方式，一扦一锤地在石头上凿出坑
来。“平常一个月就可以建好的基站，在这里
用了近四个月时间，并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李建勇说，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角
度考虑，移动本可以不必花这样大的代价去
搞基站建设，“但是我们有对用户的承诺，有
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

郑州移动网络部负责人告诉记者，2008
年，郑州移动的“精品网络中原行”着重解决的
就是郑州西部和南部山区和景区的深度覆盖
问题，“在边远偏僻的山区建起基站、通上电
话，让郑州全境的乡、村、镇和所有家庭实现通
信信息的全覆盖，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村民
都能通上电话，获得信息、沟通社会，是我们每
一个郑州移动人担负的光荣的使命和沉甸甸
的责任，我们只做了份内事情。”这位负责人总
结道。

张银水夫妇的小饭馆开在始祖山的半山
腰，一见到移动的工作人员，他们就热情地拉
着不让走：“又来维护了？来喝点水吧。”只要
是移动的工作人员，他们就要往你手里塞矿泉
水。

“移动为俺带来了好多生意。”张银水刚接
完一个郑州客户的订桌电话，喜气洋洋地说，

“自从有了手机，郑州市里的人就可以打电话过
来订桌，一到周末都忙不过来。”他说，原来山上
的手机信号没有这么强，“都是两三格，也不满，
到了山顶几乎没信号。有时候打电话还算漫
游。”张银水说，自从前几年新郑移动在这里修
建了几座基站以后，手机信号已经基本畅通。
现在，他家里几口人都用上了手机，不但互相联
系方便，生意也越做越好。“咱始祖山这边的柴
鸡和柴鸡蛋都是纯天然的，以前人家都不知道，
卖不上价钱。”张银水说，自从有了手机信号，来
这里的客人络绎不绝，自家的柴鸡蛋也卖出了
大价钱。还有不少商家了解了这里的生产情况
和品种，主动到这里收购。商家说：“这是绿色
产品，全是自然散养的。这么好的品种，我们以
前都不知道啊！现在好了，以后通过电话联系，
就可以把这些好的产品运出去了。”现在，张银
水出售柴鸡和鸡蛋的价钱是过去的 3倍，提起
现在的好生活，张银水连声感谢新郑移动。

李建勇介绍说，始祖山风景区位于新郑、新
密、禹州三地交界的地方，以前经常有客户反映
收到另外 2个地区的信号，产生漫游资费。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新郑移动一面和新密、禹州公
司积极协商，将该地区的漫游资费减免；一面投
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4座大型基站，基本
实现了景区的信号覆盖。

牛车拉出来的基站
小鸡蛋有了大价钱

沿着陡峭的山路前
行，我们就进入了新郑
的始祖山景区。道路的
一旁是嶙峋的怪石，另
一旁是悬崖。虽然海拔
只有 793 米，但坡度极
大的山路还是让我们的
采访车几乎开到了最大
马力。可以想象，在这
样的地方，要想建设
基站有多么困难。

郑州移动新郑
营业部网络部主任
李建勇说，就是在
这样的条件下，他
们已经完成了 3 座
基站的建设，基本
实现了景区覆盖。
而更多的基站，也
正在建设之中。

晚报记者 祁京/文
吴琳/图

到今天为止，《东西五十里》向西的报道告一段落，接下来我
们将向东进发，为大家讲述关于郑州移动精品网络的新故事。

当我们一次次地走入郑州西部的山区、景区、村镇，看到坐落
在那里的一座座移动“铁塔”，知道在“铁塔”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
动人故事。我们才发现，“铁塔”虽然冰冷，传递的却是人与人之
间脉脉的温情。只要手机有了移动的信号，即使生活在最偏远地
区的人也不觉得孤独，因为背后连接着众多殷切的目光。一格格
的信号，给予他们的是信心，是力量，更是希望。

贾秋红：《体验剪纸》指导老师。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书画家协会常务理
事。学生作品先后赴澳洲、荷兰、法国、美国、
埃及等地参展，其中 8 名学生获世界和平奖，
200多名学生获得金、银大奖。

侯鑫：《了解国粹——中国画》主讲人。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画院特聘画
家，河南省华侨书画院专业画家，曾被评为全
国青少年系统优秀教师。

锁蕾：《体验面塑》指导老师。针对少儿心
理特点引入面塑工艺课程，让少儿在亲身体验
中产生兴趣，激发少儿创造力。

第一热点

昨日，团市委公布了一项针对郑州青少年业余生活的调查，调查显示多数中小学生
认为课外活动能使业余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愉快”和“更丰富多彩”。针对调查，团
市委和郑州晚报自明日起联合推出“快乐大讲堂”公益活动，希望通过面塑、剪纸、手脑
速算、跆拳道等体验课、公开课，为我市青少年搭建起一个增长知识、健康成长的舞台，
一起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晚报记者 李雪 实习生 张玺

记者从团市委出具的这份调查中看
出，看电视是中小学生最主要的课外活
动。当被问到课余时间主要做些什么时，
八 成 中 小 学 生 ( 小 学 生 80.9% 、中 学 生
81.2%)回答是“看电视节目”，“体育活动”
是中小学生青睐的课外活动，但是与“看
电 视 ”相 比 ，获 选 率 低 了 很 多 ( 中 学 生

49%、小学生 42%)。
除了看电视以外，还有许多“安静”的课

外活动受到中小学生青睐。有超过六成的中
学生和近四成的小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听音
乐，三成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阅读课外参考
书籍”，还有不少学生用课余时间“读小说”、

“看杂志”和“读报纸”。

虽然目前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并不充
足，但多数中小学生仍认为课外活动使业余
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更愉快”了和“更
丰富多彩”了。课外活动成为他们排解压力
的主要途径。

8月 23日，本报联合团市委共同开展的
“郑州市青少年快乐大讲堂”将在青少年宫
首次开讲。届时将推出系列课程，把孩子从
电视机前拉出来，现场参与互动学习，增强

动脑动手能力，让他们的课外生活真正快
乐。家长和孩子都能免费听课。

活动将为我市特困家庭子女免费提供
课程培训，为军烈属子女、进城务工子女提
供部分课程公益性培训。

同时我们也诚邀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
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您，加入到郑州青少
年快乐大讲堂，为我市青少年提供更好的学
习平台。

类别 时间 地点 内容

大讲堂 8月23日9：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如何帮助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体验课 8月23日9：00 209教室 体验剪纸

大讲堂 8月23日16：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礼仪知识讲座》

公开课 8月30日9：00 315教室 跆拳道公开课

公开课 8月30日9：00 507多媒体教室 了解国粹——中国画

大讲堂 8月30日9：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如何培养儿童学习兴趣》

体验课 8月31日9：00 306教室 手脑速算表演及介绍

大讲堂 8月31日9：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消防知识讲座》

公开课 8月31日16：00 306教室 音乐公开课

公开课 9月6日9：00 402教室 古筝公开课

大讲堂 9月6日9：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青少年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体验课 9月6日9：00 208教室 体验面塑

大讲堂 9月7日9：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怎样读书》

公开课 9月7日9：00 314教室 语言公开课

大讲堂 9月7日16：00 青少年宫一楼北电影厅 《青少年法律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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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认识快乐大讲堂的老师们

把孩子从电视机前拉出来，“快乐大讲堂”明天开讲行动

调查 八成中小学生最主要的课外活动就是看电视

按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为家里分
担家务的能力更强了，但调查结果却相反，随
着孩子学习负担的加重，不少家长怕耽误孩

子学习就对他们的生活“大包大揽”，致使孩
子们动手能力越来越差，小学生课外经常“做
家务”的只有27.7%。

经常“做家务”的小学生不到三成

有个讲堂，是个快乐地方
本报联合团市委明起推出“郑州市青少年快乐大讲堂”系列活动
帮您把孩子从电视机前拉出来，学学捏面人、剪纸、跆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