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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读者 A13

QQ聊

身边发生的逸闻趣事烦恼悲伤，想找人说说，我们倾听。
拍的照片、画的漫画、写的博客，尽管发来。

欢迎跟帖

读者拍客读者拍客

话题：最挤的一个班有118个小学生
昨日本报A07版

发言人：湖北荆州 朱慧松

主题：奈何教室成“压缩饼干”
一个普通教室一下子拥入一百多号学

生，这教室还不得挤爆呀？这样一来，孩子
们不仅学习受影响，身体恐怕也吃不消，日
久天长，没准会“挤”出病来。

学校明明装不下，为何还要收，恐怕还
是看中了家长交的钞票，自然是来者不拒，
敞开肚皮装人。而再往深层次说，倘若教育
资源能平衡些，使所谓的“重点学校”“名牌
学校”和“普通学校”“偏远学校”之间的差
距缩小点，又会如此挤破头吗？

话题：礼仪之门能否成为郑州新地标？
9月1日本报A04版

发言人：郑州市民 刘先生

主题：游园中摆雕塑无须论证
郑州算是一个中上等规模的城市，在

主要的地方设立雕塑，如解放纪念碑等，这
个需要论证一下。如果在街道上、游园中
摆一个雕塑，就完全没有论证的必要。只
要雕塑好看，符合时代主题就可以了。

●香格里拉★：你好，不是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吗？为什么经八路纬一路交叉口还有
水果摊占道啊？又脏又乱的。

郑州晚报：怎么回事？
●香格里拉★：听说是经八路办事处搞的

试点摊。
郑州晚报：摊点很多吗？
●香格里拉★：现在有五六家。早上，道

路堵塞，送孩子上学很不方便。
郑州晚报：现在很多水果店都把东西摆在

人行道上，特别是医院附近的。
●香格里拉★：不管怎样，人行道上摆摊

应该是不允许的吧。你说的那是门面店，这可
是摊点，只是搭个架子，旁边放个牌子上写着：
经八路街道办事处果蔬示范点。

郑州晚报：人行道被占完了吗？
●香格里拉★：刚开始时几乎被全占了，

后来因门面房业主不同意，现在留出点通道。
这算不算占道啊？

记者核实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经八路与纬一路交叉

口，看到在路口往西纬一路南侧一溜有四五家
水果摊。一位摊主告诉记者，他们原来流动卖
水果，现在办事处搞试点，让他们固定下来经
营。摆水果的货架是自己花钱焊的，至于摊位
费、管理费还没收，估计要收。

记者看到，一排摆开的摊位占去约一半人
行道，路边立着两块提示牌：经八路街道办事

处“堵疏结合”示范点 路段：经八路纬一路西
南角 品种：水果 保洁人：轮值商户 监督电
话：63510600。

记者拨通监督电话，办事处一位庞姓工作人
员解释说，这是为解决下岗失业人员流动卖东西
的问题而实行的。更多的情况他要请示领导后给
记者回话。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接到回话。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不少人
表示对“堵疏结合”示范点能理解，毕竟小摊贩
们也要生存。希望有关方面加强管理，不能失
控，以免影响市容。

QQ值班记者 潘默

QQ聊直通现场

经八路纬一路口，水果摊为何占道
原来是办事处“堵疏结合”搞试点，市民希望好事办好管理跟得上

读者博客 “个人包装”的30年记忆
□湖北宜昌 陈孝荣

1978年我还是一个初二学生，和大家一
样，穿着一身咔叽布衣服上课和玩耍。

咔叽布在那个时候是最普通的布料，
颜色仅有天蓝色、瓦灰色、黑色等少量几
种。整个村庄，或者说我眼里的天下，都
是用咔叽布武装起来的人群。即使是这
样的包装，我们一年才能换一套新衣，旧
衣得补了又补直到不能再穿了才能被母亲
拿去糊成布壳做成鞋子。

1979年我考上了高中，上学前父母给我
制了一套衣服，天蓝色的上衣，黑色的裤
子。但由于只有一套新衣，无法换洗——带
去的旧衣不愿意穿出来丢人现眼。所以，那
个时候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基本
上不凑近女生。

1981 年高中毕业以后，我能自食其力
了，就自己挣钱做了一件灯心绒的衣服，那
是我最好的一件上衣。可是 1984年我去镇

里参加乡镇干部考试的时候，才发现我是那
样落伍，因为大家都穿上了的确良。所以考
试过关参加工作后，我的第一个月工资都如
数拿出来购买了新衣：一套的确良的绿军装
和一件的确良的裤子。也就是从那之后，我
先后拥有了西装、夹克、军大衣、呢大衣等。

1998年我从乡镇调进了城市，服装又再
次升级，所购服装必须是品牌。尽管对那种
高达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装望尘莫及，但
一般的品牌还是能够拥有。从内到外，一年
得购买数套。

现在我对服装则是没什么要求了，正统
的西服已经被我抛弃，一切以轻松、自然、舒
适为原则。

回望三十年所走过的历程，我发现最大
的变化不仅仅是从穿着咔叽布求学的少年到
穿着的确良奋斗的青年再到拥有品牌的中年，
而是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交“膀爷”
咋看咋不顺眼

这个乘客光背的照片是晚报读者前天
在公交车上拍的，当时车上有很多乘客，看
上去很不协调。

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了，作为这
个城市中的一员，在公共场合里应该注意
一下仪容仪表，不要让有意无意的行为破
坏掉美好的感觉。

夜枫/图 晚报记者 李丽君/文

离开学生 老公好像丢了魂
想找个讲课的地方，不给钱也行

漫山红叶：有劲使不上，愁啊。
郑州晚报：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漫山红叶：还不是为我老公。一开学，

他的职业病犯了。
郑州晚报：什么职业病？
漫山红叶：老公是非常棒的高中语文

老师，今年 60 岁，原来在平顶山教书。我
是做护士的，前阵子，郑州有个亲戚身体不
好，我就搬到郑州照顾病人，把老公也拉了
过来，没想到，他一刻也放不下学生，急得
天天团团转。早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们也
不来了。

郑州晚报：现在还能回学校吗？
漫山红叶：今年不行了，已经没有课

了。现在，我就想帮他找个地方上课，当家
教也行，哪怕不给钱呢。真不想看到老公
丢了魂的样子。

QQ值班记者 李丽君

“处警”“出警”哪个说法正确？
记者一番解释，读者明白了

涐サ狠爱你：我天天看晚报，问一个问
题，“处警”什么意思啊？

郑州晚报：你是不是觉得应该是“出
警”啊？

涐サ狠爱你：是。
郑州晚报：我也曾经这样认为过。其

实“处警”的说法没错，意思是公安部门处
理紧急或危险情况，简单说就是处理警务，
出警应该包括在处警里。

涐サ狠爱你：这下明白了。

二七塔前留影被摊主忽悠了
照过相，两次被强行加价

盛夏冰茶：前两天，我和同学去二七
广场玩，想在二七纪念塔前留影，照相
摊牌子上写着快照五分钟，老板说十元
两张，我心想还挺便宜，照过才发现有
猫腻。

郑州晚报：什么猫腻？
盛夏冰茶：给了十元后 老板却说快照

二十，慢照十元，还让我们看他的标价。我
感觉他好像把标价换了。拿相片时又让加
十元钱，说是不加不封膜。我们没加钱，结
果照片也没封膜。我们气坏了，这不是在忽
悠人吗？

郑州晚报：说出来消消气吧。不过，不
能因为被忽悠，就隐藏自己的善心。如果有
人确实需要帮助，咱就伸把手，你说是吧？

盛夏冰茶：是呀！希望骗人之心越来
越少。

QQ值班记者潘默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望岁月，
想起了一身包装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