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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重阳节，而对于63岁的老张来说，这一
天过得很惊险。

昨日下午 5点多，在生产路 6号院里，58岁的
魏瑞霞正在绣十字绣，听到1号楼5楼的一个女孩
喊：“阿姨，楼下有人喊救命。”

她跑过去一看，是3单元2楼西户老张家着火
了，就赶快叫上爱人一起往楼上跑。

当时楼道里都是烟，他们在老张家门口大
喊几声“有人没”，老张则在屋里喊“救命”。

两口子知道老张行动不便，经常在床上躺着，
心里特别着急。踹开门，他们往里冲了好几次，终
于冲进屋子把老张救了出来。

老张被魏瑞霞夫妇救出后不愿下楼，还要冲

进去抢东西。最终消防队员把头发已经烧焦、脸
熏得漆黑的老张背下了楼。

灭火后，老张回到了房间，坐在漆黑的房间
里，他很懊恼：“都是我吸烟引着的火，也不知道什
么时候烟头掉在床上了，我要是腿脚方便的话，两
盆水就灭了，都怪我呀。”

房间里一片漆黑，着火的是主卧室，窗户烧得
只剩下一个框架。

业委会刘主任说，老张有一对儿女在郑大上
学，暂时还没联系上，他的爱人去了开封还没回
来。好在老张家另外两个房间没事，晚上还能住。

记者 刘怡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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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跑了 18年出租的“的哥”王国顺十分开心，他花了两年
时间完成的新书——《车轮上的郑州》终于面市了。

2010年，作为郑州出租行业的“老人”，热心肠的王国顺有点
烦，每天他都会接到同行打来的电话或QQ上的咨询，问题都很相
似，比如“怎样对待醉酒的乘客？”“在哪里拉活挣钱快？”“哪里换轮
胎便宜？”

王国顺说，如果一个人问倒没啥，关键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询
问同样的问题，自己只能不断地重复回答。后来他直接建了个文本文
档，写好答案，谁问了，复制粘贴一下就行。

同年 7月，看着积累下来的问题与答案，王国顺突发奇想：把
这些经验汇总成一本书吧，统一发给行业新手看。

接下来的过程漫长且痛苦，办网站、跑车、写书……他把自己
多年来的所感所悟归纳起来，总结出解决问题、营运过程、行车安
全等很多方面的技巧。写作过程中，王国顺做了两次手术。

今年 4月份，13万字的《车轮上的郑州》终于完稿，但问题是，
他没钱印书。

他的事儿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许多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出资赞
助。不过，最终他的新书减至 3万字，添加了更多实用信息，如火
车票销售点、公交路线分布图、行车安全等章节，成为一本名副其
实的随车宝典。

昨天，郑东新区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近400名出租车司机免
费领取了赠书，有的哥翻看过书后，调侃说《车轮上的郑州》完全可
以成为郑州司机的入门教科书了。

记者 刘凌智/文 廖谦/图

常飞介绍，环卫工人的工作非常艰辛，他们平
时 4 点左右就要到大街上。“每人每天要打扫近
5000平方米的地面，每平方米挥一次扫帚，就要挥
5000次，而且平时还要守在自己的路段上。一天
工作量非常大，有时还要值班到深夜。”

而且郑州的环卫工人多是老人，很多都是农
村来的夫妇，他们早起不说，还要冒着极大的安全
隐患。几年来，伤亡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就有环卫
工人。

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记者 廖谦/图

@郑州晚报一起做公益 打电话有稿费

98条围脖送给环卫工人们
她说：“俺今后会把地扫得更净”

在河南省第十五个环卫工
人节来临之际，本报的“一起做
公益”发起了为环卫工人做点什
么的倡议。

昨日上午，在绿城广场、二
七广场、人民广场，98条由大学
生们亲手织的爱心围巾，被同学
们一条条戴在了环卫工人的脖
子上。

要织出“最好看”的围巾
昨日上午9点，绿城广场北门口，

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50名同学来
到这里，他们带着校旗，每人手里还抓
着自己织的围巾。

该学院大一的王翠丽拿着一条又
窄又短的围巾。

“这是你织的？怎么这么窄？”记
者问。

“我是第一次织，织了又拆，拆了又
织。就像小时候我们学的课文‘3个小
板凳’，那名学生交给老师的小板凳虽
然不好看，但它已经是他做的3只小板
凳中最好看的了。”王翠丽说，这个围巾
里，织进了自己对环卫工人的感激，“我
想以这种方式，对这些辛苦的环卫工人
们表示感谢。”

乔涛涛是组织本次活动的众网友之一，他的
网名叫“若即若离”。

一大早，乔涛涛就赶到了现场，同时来
到现场的还有萝卜哥韩红刚。

“以前有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现在我也在
积极参加公益。”憨厚的萝卜哥这次是来“扫地”
的，用这种方式向环卫工人表达敬意。

郑州市城管局的常飞代表城管局赶到了，

他说，在微博上看到此活动后就抓紧联系，“今
天早上，我们出车把学生们都拉到这里来了”。

9 点半，大学生们赶到各个路口送出礼物。
戴上围巾的环卫工杨素琴眼角都红了，她说：

“感谢你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天天干粗活的人，
能得到你们送的围巾，俺今后会把地扫得更净。”

她说完，小心地把围巾装到口袋里，又上路打
扫去了。

戴上围巾，她的眼角红了

重阳节
独自在家的他

一个烟头烧了间屋子

@郑州晚报
一起做公益

今年，本报对爱心公益
活动的关注报道，得到了广
大读者和网友的肯定和支
持，传播郑能量，体现了郑州
的爱心和温暖。

本报将通过热线和微博
继续关注爱心公益活动。

如果您身边有感人的爱
心故事，如果有一些做公益
的好点子，请拨打晚报热线
96678，或@郑州晚报、@廖
谦、@安学军1973留言，我们
将和大家一起来关爱这个城
市，关注爱心事业，给大家送
去温暖。

环卫工有多辛苦？听听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