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

一个河大新生的得意：
办张“郑汴通”，天天煲

电话粥
郑州女孩黄若西到河南大学报到第一

天便办了张移动的动感地带卡，当时工作
人员给她介绍了“郑汴通”业务，说是很适
合家在郑州的学生用，“看到只收取本地通
话费，我就心动了，开通又没有月租费，对
于我这种经常给爸妈和朋友打电话的人最
方便了。”

对于黄若西这样的大一新生，离不开
手机，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多，“郑汴通”的
开通，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更大，没有长途费
和漫游费，不用两地设立不同的电话号码，
方便的可不是那么一点点。“我还给我妈的
手机开通了这个业务，这样她平时来看我，
接郑州的电话也不会收取漫游费啊。”

除了电话上的方便，她还提到了交通
的方便，“平时想买衣服了，可以在学校门
口坐开往郑州的大巴，7块钱一个多小时
就到汽车站了。”现在河大门口都有通往郑
州的直达车，周六周日外地的同学想逛街
都是集体坐大巴来郑州的。用小黄的话来
说，开封和郑州早都连到一块了，什么都方
便了，“我都没有在外地上学的感觉，以前
坐公交车回家，现在前面多了城际两个字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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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改变很多生活方式
菜农孙玉兴:从绕道去郑州卖菜，到坐在地头等人上门收菜

11月17日下午，中原
大地今年冬天的首场雪还
在融化，中牟农民孙玉兴
穿着胶鞋在地里扒拉着蔬
菜大棚上覆盖的残雪。说
到从家门口经过的郑开大
道，孙玉兴很自豪：原来绕
道中牟县城到郑州卖菜，
现在我们只用坐在地头等
人上门收菜。

郑开大道，一条承载
希 望 和 梦 想 的 黄 金 通
道。它开通3年来，直接
或间接地改变了郑州、开
封和中牟三地不少人的
生活方式，孙玉兴只是其
中一位。
晚报记者 程国平 胡审兵
实习生 薛意茹 邵亚男

11月17日下午，中牟县大孟镇茶庵村村民孙
玉兴在地里扒拉着蔬菜大棚上覆盖的残雪，孙玉
兴说：“不及时除雪的话，大棚就要被压趴下。”孙
玉兴家6口人有7亩多地，15年前就开始种蔬菜，
4年前，他家开始种大棚蔬菜，目前准备再建一座
蔬菜大棚。

“我们这儿附近有个广惠街，和郑开大道成
丁字形交叉，是自发形成的菜市场，方圆 15公里
的人都来这里买菜。”孙玉兴说，自打郑开大道开
通后，这个菜市场已经形成了批发市场，外地客
商都来这里批发蔬菜，甚至还有包括来自黑龙江
的客商。

不过，郑开大道没开通之前可不是这样，“我
们那时候到郑州卖菜，要先绕道中牟老县城，路
上还设有收费站，交通非常不便。如今郑开大道
开通，我们只需坐在家里、田头，各地的批发商都
会找上门来收菜。”孙玉兴打趣地说，当初的道路
还是土路，遇上阴雨天，就变成了“泥水”路，如今
宽阔的郑开大道经过家门口附近，变成了实实在
在的水泥路。

据该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增社介绍，他们这个村
有700多户人家，以种植蔬菜为生，村民年人均收入
已达到5000元左右，而且随着郑开大道开通后，村
民已在广惠街上开设了4家饭店，收入也很可观。

每个周五下班后张逸都会赶到郑州汽车西
站乘坐郑开公交回开封父母家里，用她的话来
说，从大学3年级开始，周周可以回家吃上老妈做
的糖醋排骨了。

小张是2003年从开封考入河南财经学院的，
那个时候往返于郑开之间的方式有三种：火车、
连霍高速、普通道路。以前小张是几个月回家一
次，多数选择火车回家，票价 5.5元钱可以搞定，

“但是，火车站的人太多了，有时候去火车站买票
还要花费几个小时呢。”

有些时候人太多，张逸还是会选择汽车。“坐

汽车票价有 11元、13元、20元、21元不等”，张逸
说，有时候为了省钱坐票价便宜的车会遇上黑心
司机，一直兜圈子，很耽误时间。

第一次走郑开大道是2006年放寒假，爸妈来学
校接她回家走的就是郑开大道，很方便，从学校到开
封西区1个半小时左右。过完年，张逸第一次坐着
宽敞的城际大巴回郑州，感觉比坐私家车还快。因
为方便，张逸大三、大四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

平时里，同事还会托小张带些开封特产回
来，有时候带的灌汤包弄个保温器装着回来还会
热乎乎的呢。

一个中牟农民的自豪：
坐在地头等人上门收菜，“泥水”路变成了水泥路

一个上班族的温暖：
周周都能吃上老妈在开封家里做的糖醋排骨

到开封鼓楼夜市
吃小吃去，成为不少
郑州市民夜生活的
选择。
晚报记者 张翼飞 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