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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流动记者站[

火车站出现一“的”难求
□晚报记者 张华 实习生 周利东

本报讯 春节临近，火车站人流量猛增，
买火车票难，打个的还得排半个多小时的队。
昨日，记者调查发现，在二七广场、二环道、建
设路等路段，都出现车难打现象，市民打车比
等公交还要耗耐性。

市区多处出现打车盲点
昨日15时许，建设路嵩山路东200米一公

交站牌，记者等了 20 分钟还是不见一辆空出
租前来，记者又往前走了 100米，5分钟后，终
于等到一辆出租车。而路边等待出租车的队
伍却是越排越长。

出租车也开始难打了？“看着是个大路口，
想打到车却是非常难的。”师傅王星介绍，临近
春节，郑州从下午3点就开始出现拥堵，建设路
嵩山路看似是个大路口，可由于棉纺路是个小
路很堵，很少再转到建设路上，而从嵩山路过来
的车基本上都有人，市民打车还是要多往路口
方向走，看似宽敞的建设路却是打车的盲点。

王星介绍，类似这样的打车盲点有很多，
例如东风路花园路等，而二七广场这些繁华路
段每到周末，由于市区内拥堵，很少有出租车
司机愿意前往。昨日 16时 30分许，二环道果
品市场，由于市场门口的大拥堵，79路公交在
非常短的路段拥堵了 30 分钟，不少乘客等待
不及下公交找出租，同样遭遇打车难题。

火车站一“的”难求
昨天下午，火车站两个出租车乘车点，每队

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各个神色焦急，可却很
少有车过来。“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可是还没有排
上，朋友的飞机马上就到了，我还在这里待着。
只听说火车站一票难求，原来一‘的’也这么难求
呀。”一位准备到机场接朋友的毛先生告诉记者。

“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五六点钟，这里队
伍排得更长”。火车站出租车乘车点郑州客运
管理处的一位姓周的工作人员透露，平时都是
很长的几排出租车在排队等人，半个月前情况
就颠倒过来了，乘客排着队等出租车。之前他
们的工作是监督检查车容车貌、乱停车上下乘
客、出租车的违法宰客欺客，可现在每天的任
务变成维持乘坐出租车乘客的秩序了。

□晚报记者 李丽君

“我打了个长途，就说了几句话，她们收
我2块钱。”16日中午11时40分，来自甘肃的
晏东梁来到晚报春运流动记者站求助，说他
不久前在火车站广场东边的一家超市打电
话，被多收钱了。

晏东梁说，他是从湖南坐车到郑州站转
车去兰州看姐姐，因为没有带手机，买到去兰
州的火车票后，他就想快点打电话把车次告
诉姐姐，在火车站对面的超市他找到了公用
电话。“我就告诉姐姐我买到票了，她问要不

要接我，我说不用，她告诉我坐几路公交车到
她那里，就挂了，总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晏
东梁说，收费的人向他要 2元钱，不管他怎么
说都是2元。

随后记者联系郑州火车站地区管理委员
会物价局，工作人员很快来到现场，带着晏东
梁一起来到那家超市。在现场，工作人员发
现该超市的 3部黄色公用电话的显示器均不
显示，市民打完电话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打了
多长时间。

面对晏东梁的投诉，店里的一名女工作
人员显得有些疑惑，问晏东梁：“我没给你口

香糖吗？”原来，该店没有零钱，市民打完电话
没有零钱找，就给对方一个口香糖，算是找
零。晏东梁说对方并没有给他任何东西。

物价局的工作人员立刻让该女工作人
员找电源，进行电话记录查询，女店员称去
找电池结果一去没了音讯。物价局的工作
人员见状，自己找来三节 5号电池，一查计价
器，发现晏东梁所打的电话时间是 31 秒，应
付费 0.8元。5分钟后，店里的女工作人员空
手回来，物价局工作人员现场责令她找回多
收的 1.2元电话费，拿到退回的钱，晏东梁非
常高兴地走了。

□晚报记者 汪永森

本报讯 “找到姐夫就能回家看老爹了，
血汗钱没能孝敬老人，我很惭愧。”昨日，在本
报“春运流动记者站”的帮助下，28岁的驻马
店民工冯新立与亲人在火车站团聚，得以继
续回家的路。

上午 9时许，记者刚刚在“春运流动记者
站”出现，一身破旧衣服的冯新立就从火车站
广场边沿跑了过来，衣服和他的身体在寒风
中都显得单薄，他瑟缩着向记者讲述起来。

“我刚回到咱河南，一天没吃东西了，是救助
回来的，你看看这个。”冯新立说着从怀里拿
出一张揉皱的火车票，在这张14日K688次东
莞东到郑州的火车票上，有一个“救助专票不

得转让及退票”的蓝色印戳。
10 日上午，在广州打工的冯新立揣着

100 多元现金去买回家的车票，但广州火车
站的小偷差点让他回家的计划搁浅，人群
中的冯新立摸口袋时，发现自己已经身无
分文。无奈之下，他求助当地救助站，终于
在 14 日踏上了回河南的列车，但救助人员
给他的饼干和纯净水还没下车已经被全部
用完。到达郑州火车站后，冯新立遇到了
新的问题，身无分文的他在火车站徘徊了
一天，直到发现广场上本报设立的“春运流动
记者站”。

了解到冯新立的遭遇，记者为其买来了
方便面，而感受着食物的温度和香气，冻饿多
天的冯新立也打开了话匣子。“我姐夫叫周

华，是在郑州工作的，联系到他就能联系到我
爹，我有两个月没跟他老人家说话了。”冯新
立说，因为身份证等物品在南下广州的火车
上丢失了，去年 10月起他就与家里失去了联
系，他只知道姐夫周华在郑州一家单位工作，
联系到姐夫就能给家里报平安，也能很快回
到家中。

随后，记者找到周华所在单位电话，又通
过工作人员与周华取得了联系，而当从手机
中了解到冯新立的情况时，周华立即带着爱
人和孩子一起赶到了火车站。“离家这么久，
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们都很想你，过年回家就
好了。”周华将带来的外套披在了冯新立的身
上，又将其带回家中，准备让冯新立早日回到
老家过年。

□晚报记者 马燕

本报讯 “事情过去十年了，虽然我不
知道那个一面之缘的乘务员姐姐叫啥，可
我仍然感激她！”昨天上午，在火车站北出
站口附近的德克士餐厅中，喝着热饮，安静
地看着窗外车水马龙，南阳姑娘张晶对记
者说着自己在春运中遇到的事儿，“我搁在
心里好多年了，后来又多次乘坐这趟车也
没遇见过她。”

张晶是 1996年来郑州上大学的，1998 年
的寒假由于找到一份家教，让本来能如期
回家的她决定留下坚持到腊月二十九再回
家。车票买到了，但是没有座位，这让她兴

奋又恐惧，平时回家都是和老乡一起，彼此
有个照应，那次是她第一次单独乘坐火车。

晚上9点多上了火车，张晶掂着的大包不
能放地下，挤来挤去的人流让她的眼泪在眼
圈里打转，不知不觉她被挤到两节车厢的连
接处，“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单间，仅能坐下 2
人。可能是那个乘务员姐姐看到我的脸被挤
到紧贴在小房间的玻璃上，或许她看到了我
眼中积蓄的泪水，她摆摆手拉开小门让我进
了乘务员休息间。我都不相信，还在迟疑中
她接过我的包放在简易的坐椅下。问了我到
哪里下车后，她几乎不再张口说话。直到夜
里 1点左右，和她换班的同事来了，她才告诉
我说：‘在这坐着别吭声，要不领导发现会处

罚我的。’那软软的四川口音普通话，我至今
还记得。”

张晶的微笑挂在脸上，眼中泛着泪花。
“我快下车时，那个姐姐又回来了。她提醒我
快该下车了，就这样我到了南阳车站，姐姐还
帮我拿着行李送下站台。下了车，我才想起
来忘了问问这个姐姐的姓名。后来，我多次
乘坐这个车次也没有见过这个帮过我独自乘
火车的姐姐。现在，每到春运，每次乘火车，
我都会想起这个姐姐的面容，瘦瘦的，方脸，
个头高高的。我很感激并感谢她，是她的帮
助让我感受到了春运的温暖。祝愿姐姐一路
平安，永远幸福！如果姐姐能看到晚报的话，
希望她能和我联系。”

20日回潢川、21日到
新县、罗山、固始有座

拨打热线 67659999，报名拼客
早回家
□晚报记者 汪永森

本报讯“晚报一报道，我接了 200 多个拼
车电话，信阳 8县的老乡都打电话给我。”通过
本报牵线，郑州拼客网确定了多趟开往信阳方
向的客车，还有部分车位期待你加入。

“论坛拼车把老乡聚集在了一起，这不止是
经费问题，大家要向着家的方向行进，不但旅途
愉快，以后还会是朋友。”昨日下午，郑州拼客网
创建人肖智勇告诉记者，这两天登录郑州拼客网
的老乡不少，已经有不少老乡确定要参加拼车活
动,22日郑州到信阳商城县的客车更是早已满
员,但其他客车还有一些空位等待老乡加入。

据肖智勇介绍，20日郑州到潢川的拼车活
动吸引了13位老乡参加，现在还有17个座位可
供使用，而21日郑州到新县的只剩下10个座位，
23日郑州到罗山、潢川、固始线路的也有12位老
乡报名，剩余车位希望晚报读者尽快进行联系。

想要参加本报组织的拼车活动，想要和老
乡一起回家过年，快快拨打本报热线 67659999
或登录论坛http://www.zzxyr.cn/报名。

10日在广州被偷，被救助来到郑州，徘徊一天后求助晚报

流浪8天终于见到亲人

每次乘火车回家，都想起那个乘务员姐姐

[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
悉，从今日起，铁路将迎
来高峰客流。昨天郑州
火车站候车大厅里，挤
满候车的旅客。

晚报记者 张翼飞 图

]春运流动记者站[ 帮办

]春运流动记者站[ 故事

]春运第七日[

]春运表情[

多收的电话费退了

高峰客流
今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