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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县市区
记者联系方式

登封市 袁建龙13838003513
新郑市、港区 王军方15617779000
巩义市 孙庆辉15937166196
新密市 王银廷15515517751
荥阳市、上街区 王战龙13838146001
中牟县 张 辉15837160606
金水区 王 翠13937128833
中原区 董占卿15515528900
二七区 王 菁13939041818
管城区 杨宜锦13526869286
惠济区 姚辉常13838143050
经开区 王赛华13203850566

荥阳市教师业余生活
很丰富

本报讯 荥阳市教体局为了丰富一
线教师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工会纽带作
用，该局工会先后成立了摄影协会、书画
协会、自行车协会、登山协会、志愿者服务
队等组织，利用双休日举办主题论坛，聘
请专家讲课等，吸引了众多教师参与，现
仅摄影协会就有会员200多名，他们以学
校生活为素材，展示师生风采，举办校园
摄影大赛。志愿者服务队有会员 300多
名，经常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到广场、
社区、福老园开展专项服务，受到广泛好
评。 晚报记者 王战龙 通讯员 石瑞华

经开质监分局冬季严
查辖区特种设备

本报讯 气温日益降低，为确保冬季
锅炉、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安全，经开质
监分局加强对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
展巡查回访工作，掌握设备运行、维修、操
作、保养情况；其中，设备本身安全检查更
是重点，如锅炉低水位报警装置是否安装
到位，压力表、安全阀、水位计等安全附件
是否正常运行等；对于非法使用的特种设
备，特别是土锅炉及报废气瓶等一经发现
立即取缔；对于存在隐患逾期未整改或整
改不合格的使用单位，责令停止使用，依
法严处。
晚报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夏晖 李晶晶

小小涂鸦墙为幼儿平
添乐趣

本报讯 为了拓宽幼儿的知识面，
丰富幼儿生活，使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得到自由发挥。市直二幼精心设计了
涂鸦墙，供孩子们快乐地涂鸦。幼儿园
墙饰是幼儿园教育教学系统中的构成要
素，也是展示园文化的重要途径。看，孩
子们用自己的小手在墙上绘出了一幅幅
精美的图画；绘出了他们眼中的世界。
小小涂鸦墙，凝聚了孩子们的智慧，寄托
着老师的殷切期望。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范玉红

建设路街道“三委三
站”贴心服务

本报讯 为使社区服务渗透到社区
的每个楼院，满足各类群体的需求，打造

“家门口”服务，建设路街道在“三委一
站”（社区党支部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社
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的基础
上，进一步结合辖区实际，完善社区服务
功能。昨日，记者从该街道获悉，该街道
所辖8个社区相继完成了“两站”（社工服
务站、义工服务站）建设，至此，各社区的

“三委三站”建设已全部到位。同时，为
保证“三站”的良性发展和运作，专门成
立了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专职负责“三
站”日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晚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何冰

身边不少地名音被念转
“请问he庄在什么地方？”3年前，王中杰正

在家门口行走，一位外地人这样问他。
“他问我，算是问对了，问别的人，还真不一

定知道，因为‘he庄’是方言，真正的读音是‘侯
庄’。”昨日，在王中杰郑州市航海路的家里，他
说，这位问路人是外地人，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
到，主要是方言惹的祸。

他说，他很早就对周边的方言感兴趣，比如
“张寨”读“zha寨”、“王庄”读“wa庄”、“张沟”读
“zha沟”、“徐庄”读“xue庄”、“袁砦”读“yue砦”等。

今年72岁的王中杰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
老家在十八里河南十里铺，现归紫荆山南路街
道办事处。他小的时候，郑州城区非常小，随着
经济发展，郑州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一些外地
人初来乍到，听到转了音的地方方言往往一头
雾水。

于是，从那时起，他走上调查郑州方言的道路。

本报讯 昨日记者行至姚家镇中三公路时，发
现一处烟火，焚烧的是秸秆、树叶等，烟雾弥漫。

昨日12时许，记者自中三公路驶向七里岗
村 800米左右时，发现路南的小树林中黑烟不
断地向上翻滚。记者近前看到，一位老汉正用
铁锹往火里添料，看情形焚烧已有一段时间。
旁边的秸秆、树叶和干柴已烧得所剩不多。看
到记者拍照，老汉连忙说：“不烧了，没有了！”随
后他用铁锹拍打火堆。环绕四周，碗口粗的树
连成片，满地散落着秋叶，旁边一堆干柴和枯
树，还有民房。

记者随后拨打了姚家镇党委书记的电话，
但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发短信告知。

截至昨日18时记者发稿时，姚家镇方面也
未给出回应。 晚报记者 张辉 文/图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本报讯 以前闻着臭味找厕所，现在闻着
香味找厕所。郑国车马坑景区的公厕，改造后
没有了原来的异味，取而代之的是玉兰香等香
味。在飘香厕所的大厅里，还摆放着饮水机、
茶几、沙发等，游客可在那里品茶看电视。

昨日上午，记者在正在施工的郑国车马坑
景区里看到，改造过的公厕为仿古建筑，就连
窗棂也是镂空雕刻的，古色古香，与郑国车马
坑景区融为一体。

进入飘香厕所内，首先是一个厅堂，厅堂里
摆放着花草，两边分别是男女卫生间。站在厕
所门口向里看，正对面是管理室。管理室内放
着办公桌和办公用品，可直通储藏室。

厅堂里，摆放着饮水机和玻璃面的茶几，

茶几上放着一次性水杯和咖啡。记者采访时，
施工人员正坐在沙发上边看悬挂在墙壁上的
平板电视，边喝着咖啡（如图）。

在卫生间里喝咖啡，味道能好吗？虽然厕
所已使用，但记者并没闻到一点异味。

进入男卫生间可以看到，小便器的便池中
有透明泡沫。“便池的内部添加着香料，根据添
加的香料不同，可产生茉莉香、玉兰香、桂花香
等。如在普通家庭，添加一次泡沫，可使用半
年，成本只有 5元钱。在不改变人们使用习惯
的情况下，通过电脑控制系统，用泡沫可节水
70%。通过泡沫封堵技术进行处理，一点异味
也没有。”施工方协力环保郑州分公司总经理
高云堂说。

他说，大便器除了有泡沫封堵外，还采用
了机械翻板封堵技术。在冲水时，泡沫阻挡了

异味，并可防止气旋产生，避免了马桶内病菌
漫天乱飞，而机械翻板则是异味的第二道“防
火墙”。

公厕里还装有中央空调，夏可制冷，冬可
取暖。天花板上还装着音响设施，在厕所里可
欣赏《高山流水》《梁祝》等名曲。厅堂里的电
视可以浏览，游客如厕简直成了一种享受。

高云堂说，厕所整个建筑面积130平方米，
厕位面积 90平方米。不管是厕所的格局还是
材质等，都是严格按国家四星级旅游公厕标准
建设的，在省内走在前列。 线索提供 樊战东

72岁的王中杰行程2000公里，探究“俗语”

老翁编纂郑州方言“大典”
涉及地名、气象、天象、植物、称谓等，计5万字

10月11日，本报刊发《新郑方言演绎〈捡来的村长〉》后，72岁的王中杰
老人拨打本报新闻热线说，他行程2000公里把郑州周边跑了个遍，不是走
亲访友，而是调查郑州方言，他现已将相关地名、称谓等整理成一本5万字
的材料，希望把方言免费提供给电影演员使用，更想和爱好方言的朋友互相
交流。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中牟姚家镇
焚烧秸秆冒浓烟

这里“方便”可以讲点儿情调
郑国车马坑景区四星级厕所会客厅里可看电视，还可……

每次调查，他都带着笔记本、笔，甚至还带
着干粮和水壶，省的在偏僻的村庄吃不上饭。

年轻时，王中杰去过郑州的不少地方。调查
方言时，年轻时的记忆已发生很大变化，他就边走
边问。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找当地人聊天，从聊天
中了解方言情况，然后认真地记录在本子上。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他就把调查的情况
进行整理，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一个专门

的本子上。
前两年，他骑着自行车四处调查。向南，他

经过新郑市龙湖镇等地，最远走到新郑市郭店
镇卢家桥，东到中牟县张村乡，北到黄河边，西
到与荥阳交界处。

去年起，由于年龄大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他
只能趁孩子有空的时候，乘坐孩子的车去调查。

他的调查之路竟走了2000多公里。

现在，他出去调查得少了，在家里研究得多
了。年轻时，他当过老师和校长，还当过企业老
总，对文字研究并不陌生。

昨日上午，王中杰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调查成果。
一沓厚厚的草稿纸上，全部是方言与普通

话对照，这些方言包括地名、气象、天象、植物、
称谓等，比较典型的有1000多个词。为了更准

确的记录这些方言，他还添加了释义、地址、乘
车路线，字数达5万字。

整理成册后，他没有联系出版社出版。
看到本报 10月 11日刊发《新郑方言演绎<

捡来的村长>》后，他希望能免费提供给演员使
用。昨日，记者联系该电影剧组人员左明后，他
表示可以借鉴使用。

郑州方言已整理出5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