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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上午，公交三公司57路调度
李景霞捡到张伟的身份证，住址是河南省
信阳市浉河区新华东路三胡同76号，认领
电话：86020169。

6 月 29 日上午，公交三公司 3 路调度
王 琳 琳 捡 到 公 交 学 生 卡（ 卡 号 ：
4134223324），认领电话：86020169。

近日，市民吴先生在火车站将手提袋忘
在公交车上，内有太极练功鞋、球鞋、拉汽车
的钩等物。吴先生电话：13203919578。

近日，市民苏先生捡到10张身份证，
名字分别为万四海、张国强、李晓、马彦
玲、赵明春、季菊莲、曾李会、俞小英、赵
瑞、张琼，认领电话：18937644560。

近日，市民何女士从市儿童医院出来
打车时，将手提袋忘在车上，内有水壶、三
四个奶瓶及洗漱用品。何女士电话：
13343813690。 见习记者 鲁慧 整理

互动方式：拨打67659999，发邮件到
137442452@qq.com， 加 入 QQ 群
93847869发布信息。

居民有困难，到QQ群说说
“停车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乱停车现

象严重！”6日，城开社区一位居民通过QQ
群反映问题，居委会工作人员立即受理。

8日，城开社区“沟通日”上，社区工作
流程、停车位、供暖、饮用水水质等 8大类
问题得到专题研究和解决。

每天都有不少居民在QQ群里讨论，
各种问题通过QQ群迅速汇集到居委会。

如今，QQ 群已经成为城开社区居民
表达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在社区管理中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桐柏路办事处一负责人说：“要让更
多社区建立QQ群，可以让社区服务更有
针对性，管理更有效率。” 晚报记者 白韬

流浪猫饿得哀号很可怜
李女士就收养了它们

现在生了小猫咪，谁要？
□见习记者 柴琳琳

“咪咪，过来吃饭啦。”昨日中午，听到
李女士的脚步声和亲切的喊声，9只小猫
很快就围拢过来，准备开饭了。

住在建华小区的人都知道李女士是
小区里流浪猫的“妈妈”。

李女士说，今年 1月份发现几只流浪
猫经常饿得在小区里哀叫，觉得太可怜，
就拿了些吃的给它们。

从那以后，猫咪们一听到她的脚步
声，就会跑过来。

为了喂养流浪猫，李女士每月从退休
金里拿出500多元钱买猫粮、面粉、香肠和
动物肝脏，做好后去喂猫咪。

李女士现在已经跟这些猫咪产生了
感情，为了照顾它们多次拒绝女儿让她搬
去同住的要求。

自从李女士开始喂猫后，小区里的老
鼠也少了很多，邻居每次见她喂猫，都会
称赞：“自己都舍不得吃好东西，还省下钱
来喂猫。”

“最近有只猫咪生了几只小猫，非常
可爱，现在猫咪越来越多，我希望有更多
人去关爱它们。”

如果您愿意领养这些小猫，可以拨打
电话 68725630 或者本报热线 67659999。

线索提供 魏亚冰

调查：老郑大附近难觅公厕
昨日上午，记者以郑大为中心进行寻找。
在康复前街与大学路交叉口向东50米处，

找到了公厕，但已经是一片废墟。
一位市民说，最近的厕所在郑大市场街。
随后，记者来到郑大市场街公厕处，看见

大门紧闭，门上写上了“停止使用”四个字。
桃源路上的一个垃圾中转站旁的公厕也

是如此，被贴上了“停止使用”的提示。
在淮北街，一个大型公厕也被围起来。
一名环卫工人说，附近的公厕基本上都在

重新装修，勤劳街与陇海路处有一个，离这里
500米左右。“淮北街上也有一个，但比较难找，
因为厕所重修，每天不少人问我厕所的位置。”

市民：解“急”好麻烦
没有厕所，如何解决内急？
谈起此事，不少街道上的商户和市民都感

到很头疼。

郑大市场街的一位店主说，该街道的店铺
比较多，去一次厕所至少要花十几分钟，为了
不耽误生意，只能少喝水，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很多人找不到厕所，难免随处方便，尤其
是晚上。”一名环卫工人很无奈。

康复前街的居民林先生说，自从公厕重修
后，就有人开始在街道的一些墙角处“方便”。

“希望尽快解决上厕所难的问题。”

说法：一个月后才能使用
下午，记者联系到了郑州市环管所。
工作人员沈先生说，郑州市的一些公共厕

所正在进行升级改造。
公厕因为长时间的使用，内部的许多设施

已经老化，所以需要进行修补和改造。
“因为需要整修的公厕比较多，人手也不

够，所以大概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些厕所才会
开放使用。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希望市民们能
够谅解。”

圃 田 村

路面上大洞连着小洞
昨日上午 10点，85路快线圃田站附近，商

都大道两旁的下水道石板盖高低不平，多处破
损、断裂造成石板路面上大洞小洞不断。

在圃田村 200多米的一段路上，就有五六
处石板被毁坏，有的石板已经不翼而飞。

最大的洞约 4平方米，明显能看到里面的
污水以及水面上漂着的垃圾。

因为有钢筋支撑，水面上方只剩下 1/4 大
小的石板没有落进水里。

进入村中，沿路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大大小
小的垃圾堆堆放在路旁，多为生活垃圾，不时有
村民从家中把垃圾倒在门前的路上。

在圃田乡政府门前，有一个垃圾箱，垃圾已
漫出箱外。

“我们这里垃圾都是堆到门前的路边上，会
有人来骑着小三轮车把它清理走。”

村民孙女士说，虽说农村这种事情很平

常，但是建点垃圾箱或固定的垃圾站更好。特

别夏季天气闷热，也使得垃圾堆脏乱难闻，蚊

蝇满天飞。

不时飞来个塑料袋
乡政府的东南方向有个小市场，周边商铺

多而杂乱、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严重。

走在路上，脚下出现瓜皮果核是常有的事

情，不时还会飞来个塑料袋。

卖小吃的手上做着饭菜、脚下踩着垃圾，桌

椅凌乱不堪，极不卫生。

“没办法，这边的水流不过去。”水产商贩解

释道，门前有污水是因为这里的地面不平，水流

不畅形成的。

在圃田中原陶瓷城的后门，记者发现了一

个垃圾堆，占地约 30平方米，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相伴。

一个人正把三轮车里的垃圾堆放在这里，
还没走近就有股恶臭袭来，令人作呕。

大 孙 庄 村

碎瓷片和垃圾随意堆放
在通往大孙庄村商都大道路旁，陶瓷经销

商非法占地，瓷片堆放在商铺门前的路上，宽约
8 米的路面已经仅剩一半的道路可以通行，再
加上道路两旁多大货车、小货车停靠，使得路面
更加狭窄。

一些陶瓷碎片分布在沿线的小树旁边，约
150米长。

在某陶瓷经销商的门前，有个 2岁的孩子
光着脚在路面上走来走去，无大人看管，稍不注
意，孩子走向碎片就有可能受伤。

在大孙庄村卫生所附近，随处可见居民家
的垃圾也是堆放在道路两旁，不时会看到污水
从路面上流过，味道甚是难闻。

昨日，记者对圃
田乡圃田村和大孙庄
村进行了暗访，发现
两个村存在一个普遍
的问题——沿街垃圾
遍 地 ，附 近 环 境 脏 、
乱、差。没有固定的
垃圾箱和垃圾池，路
上垃圾随意堆放，长
时间以来被居民默认
为垃圾场。

晚报记者 文/图

想找个公厕，跑了好几条街
老郑大附近的公厕内部设施老旧，正在重修

一个月后才能开放使用，希望居民谅解

“上个厕所要跑好几条街。”昨日，市民陈先生反映，老郑大附近的几条街
道如郑大市场街、桃源路、淮北街、康复前街的公厕全部被拆，给市民带来很
大的不便。昨日记者走访发现，几条街道的厕所并非拆除，因为郑州市部分
公厕内部设施较落后，要进行改造。 见习记者 柴琳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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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在路边随意堆放很普遍。垃圾在路边随意堆放很普遍。

因为升级改造，部分公厕停止使用。因为升级改造，部分公厕停止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