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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社会

5次乘公交车全被拒绝

昨日，福娃跟着驯导员关骊来完成它的最
后一门课程——“上公交车”。在医学院站牌
旁，福娃安静地坐在主人身边。几分钟后，一辆
205 路公交车缓缓驶入车站，车上的人不是很
多。看到等候上车的人比较多，福娃很绅士地
排到了最后面。可是当队伍排到它跟前，福娃
准备跟着关骊跨入车厢时，司机用力地摆了摆
手，“不让带狗上车”。无奈之下，福娃只能重新
回到站牌旁。

之后，福娃又遭到了随后 4辆公交车的拒
载。无奈之下，它只好垂头丧气地和驯导员一
起选择了离开。

据关骊介绍，乘公交、逛超市是导盲犬训练
的最后阶段课程，如果这些课程无法完成，将意
味着导盲犬福娃今后会缺失上公交车、进超市
的经历。

福娃曾坐过公交车表现很安静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福娃第一次遭拒绝
了。据关骊回忆，就在一个月前，她带着福娃乘
公交，遭遇了七八辆公交车司机的拒绝。因为
不了解导盲犬的情况，公交车长都担心会出现
狗伤人的事件。而且据他们反映，并没有接到
允许导盲犬上公交车的通知。

幸运的是，福娃也曾有过一次上公交车的
经历。当时，福娃正在和省会一家电视台做节
目，在和一位公交车司机反复强调说明福娃是
工作犬而并不是宠物犬时，它毕生第一次坐上
了公交车。

“当时福娃很有大将风度，虽然车上的人很
多，但是它很安静，完全没有慌张和惊异的感
觉。乘客也都没有什么不适，表示都可以接
受。”关骊表示。

公交公司：犬只不准乘车

对于福娃遭遇的尴尬，公交总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导盲犬在郑州还是个新生事物，乘
客都不知道它是否温顺，出于对乘客安全的考
虑，因此本市的公交车并不允许犬只上车。

据悉，今年 7月 1日起实施的《残疾人保障
法》将盲人带导盲犬进出公共场所以法规的形
式作了肯定。法律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携带
随身必备的辅助器具。市残联有关人士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全社会在了解了导盲
犬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法律规定后，公共场所向
导盲犬开放应不会成为问题。

福娃已经名“犬”有主了

据悉，经过多次接触，福娃的未来主人已经
基本敲定，是住在紫荆山路上的一位姓张的退
休老人。因为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每天都要出
去散步，过马路很麻烦，每天都需要家人的陪
伴。当他从新闻里知道福娃后，就主动和关骊
取得了联系，表达了使用导盲犬的心愿。看到
老人的诚心和生活中的烦恼，关骊已经准备让
福娃和老人进行磨合了。如果可以的话，福娃
只要与老人度过一个月的磨合期就可以正式上
岗了。在双方磨合期间，关骊也将帮助老人学
会如何使用导盲犬，如何向福娃发出指令。

福娃呼唤合法身份早点到来

虽然即将上岗，可是福娃现在还面临最大
的尴尬，就是领“工作证”的时间还遥遥无期。

据关骊的说法是，导盲犬申请“身份证”，就
需要成立一个导盲犬训练中心，先向残联等主
管单位提出申请，然后到民政部门办理手续，等
中心申请成功了，有了公章，才能到公安部门为
福娃办理一个工作犬的工作证。而目前，有关
部门并没有对该中心予以认定。这意味着，福
娃的身份现在还将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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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两个月前西流湖公园北段湖
内还捞出了5条30多斤重的大鱼，可现在湖
底干了，有关部门准备暂种短期园林树种。

昨日上午，记者在西流湖北段看到，原
来水天一色众鸟云集的湖面，现在只有干
得翻起皮的湖底。钓鱼爱好者宋先生介
绍，从他记事起，这段湖面从来没有干涸
过。“9月份，从这段湖内还捉出生长了 10
年的鱼，30 斤重，可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却
没有水了。”

西流湖公园管理处徐澄源主任介绍，
现在这段湖没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
上游的郑上路桥边，省体育局刚建成的河
南航模中心要举行全国规模的航模展，所
以公园中间水闸不再向下游放水，造成这
段湖面及下游一段的干涸；二是新的西流
湖公园建设已列入市重点工程，大约一年
时间，就要开工建设，所以，他们没有再向
上级申请从上游调水。

他介绍，因为这段约60亩的湖面突然
干涸，有些难看，所以，他们已经向上级部
门申请，准备把这段湖底种上一年生可成
型的园林树种，初步定了红叶石楠、紫槐等
四类树种。 线索提供 宋先生

原来的湖，只剩这点水和一只破船。

还记得本报曾经报道过的
导盲犬福娃吗？已经训练了八
个月的它，再经过一个月和新
主人的磨合期，就可以正式上
岗成为一只十分光荣的“导盲
犬”了。昨天，进入最后训练阶
段的福娃准备乘坐公交车时，
却被阻挡在外。眼看这最后一

“课”要缺失，让急于上岗的福
娃备感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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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了几辆公交车，“福娃”都没能上车，导盲犬还需要社会的接受。拦了几辆公交车，“福娃”都没能上车，导盲犬还需要社会的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