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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公安局督察支队：
“四个强化”
落实警车长效管理

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今年 1月 1日起实施，对驾驶人的管
理进一步强化，对交通违法行为扣分更为
严格。在此背景下，为巩固和深化“两车”
治理成果，督察支队近期通过落实“四个
强化”，对警车进行长效化管理，防止警车
违规问题的反弹。

一是强化思想教育，落实规范管理。
组织全体民警、驾驶员认真学习《警车管
理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新修订
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法
律法规，增强依法安全行车意识。同时公
布举报电话，让群众参与对民警违法违纪
的监督。

二是强化督察职能作用，进行专门管
理。督察支队将警车管理使用情况纳入
日常督察的重要内容，并将全市警车使用
管理的情况纳入到市局开展的作风纪律
整顿必检项目之一。

三是强化相关联动协调，进行合力管
理。督察支队与各警车使用单位形成联
动督察机制，通过查阅警车违章记录，集
中对警用车辆开展专项督察和查纠工作，
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采取强有力的整改
措施。

四是强化责任追究，进行惩戒管理。
双休日和节假日，督察支队都会派出督察
组，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对警车管理使
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发现的违规问题
及时通报、限期整改，并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通讯员 李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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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慈善周周行之“招生季”·关爱“寒门学子”
大山里走出俩大学生
他：好想要一台笔记本
她：好想走出山村摆脱贫困

他们的“大学梦”
需要您爱心相助
他们生活在半山腰上，

住着窑洞或残破的砖房，每
天要生火做饭，上学走4里山
路才能坐上汽车。

今 年 ，他 们 以 549 分
（理），507分（文）分别被长安
大学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录
取。开学在即，高昂的学费
对于贫困的他们，却成了一
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昨日，记者随郑州慈善
总会周周行工作小组一行，
来到荥阳市槐树洼村，采访
村里的两位贫困大学生——
侯天宇和田玉燕。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通讯员 宋海霞 文/图

在堆满柴火的院子里，一个胖小伙儿对着地上
的灶台在吹气，看到记者的到来，才赶忙停下手中
的活儿。他就是侯天宇，今年以549分的成绩被长
安大学电子商务系录取。

“妈妈在近几年做了5次手术，身体不好，平时在家里种
地或者帮别人带小孩，挣点钱贴补家用，爸爸在外面打工，加
上卖粮食一个月平均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我平时帮家里
干点活减轻妈妈的负担。”侯天宇看着母亲心疼地说。

“如果不是我的病，家里也不会欠下几万元外

债，也不会在小宇上大学时为学费发愁……”侯天
宇的母亲袁久红流着泪说。

侯天宇告诉记者，除了学费，他最渴望的是有一
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可能很普
通，对我来说却是‘奢侈品’，因为想学习电脑方面的
知识才报了电子商务专业，而笔记本电脑是学习的
必需品。”采访当中，侯天宇多次表达了他的心愿。

“小宇懂事，他从来不开口向我和他爸要东西，他
知道家里的情况……”袁久红泣不成声。

田玉燕：渴望走出山村，走出贫困
走过一段凹凸不平的山路，三间窑洞出现在视

野里，一个年轻的女孩正挑着水走在山间小路上。
这个女孩就是田玉燕，她今年的高考成绩是

507分，报考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这路我都习惯了，每天上学我都要走 4 里的

山路，然后才能坐上公共汽车。”虽然干的是重活，
但田玉燕显然已经非常习惯这种劳动强度。

“我眼睛看不清楚，心脏也不好，一些家务活还
得小燕来干。她父亲 60 多岁了，还在外面地里忙
活呢，小燕上大学的学费就指着家里的几亩地。”田

玉燕的母亲禹晓兰流着泪说。
田玉燕一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卖粮食和家里那

头老黄牛产崽儿卖钱，风调雨顺时一年能收入3000
多元，田玉燕初中和高中期间的学费大都来自政府
和慈善救助。

“大学我最想学的就是政治和法律，从电视上
我知道，学好政治和法律就能当一名律师，有了工
作也许就能走出山村，改善爸爸妈妈的生活。”田玉
燕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而大学的学费却成了
田玉燕一家最大的难题。

伸出援手
帮他们圆“大学梦”

侯天宇和田玉燕都住在槐树洼
村，一个住着破旧的老房子，一个住着
从半山腰掏出来的窑洞，他们的家中
连一个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唯一值钱
的可能就是已经被淘汰好多年的电视
机。

田玉燕告诉记者，她很想出去打
工挣钱，但是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她只得暂时放弃这个想法。

“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出去打
工挣学费。”侯天宇告诉记者，只要能让
父母过上好日子，再大的苦他也能吃。

这两个孩子的“大学梦”
需要您的爱心，如您能帮助
这俩孩子，可拨打郑州慈善
总会救助电话68665328。

《她患上了“老鼠疮”，因为没钱，只能躺在床上等着奇迹的发生》追踪

本报报道凄惨缅甸女
引来近百读者献爱心
有提供偏方的，有要捐款的
当地乡政府看望了她并答应每月给予200元救助
市民呼吁：希望整形机构能帮她的3岁妞整容

7月29日本报A10版报道了
患“老鼠疮”的缅甸女子香莎一
家的遭遇后，两天来，晚报热线
响个不停，截至昨天，已有近百
名读者打来电话，他们都希望为
这苦难的一家献一份爱心。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郭姝涵

以前曾经得过这种病的白先生提供了“用
玉米须熬水当茶喝”的偏方。

昨天上午，郑州 78 岁的寇老先生专程来
到晚报，他说自己搞了几十年中药，有这方
面的经验，首先得确定香莎是否患的老鼠
疮，一旦确诊，他就可以为香莎提供方子。

“我这个方子综合了好几个专家的方子，效

果非常好。”
读者高先生提供的偏方是：用二两花椒和

七八碗水泡一下，加一些盐煮开，放温到适宜
体温时，浸泡疮口至水凉，几天就好了。

还有读者说治老鼠疮，可以用温热的豆腐
浆勤洗疮口部位，洗过后再用火罐坺背缝，一
天一次，不间断，差不多10天就好了。

爱心捐助，传递正能量
在珠海做酒店用品生意的巢先生在网上看

到报道后，特别同情香莎，他想先捐款500元。
郑州王女士来电询问香莎一家的联系方

式，“我只是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献点爱心，觉
得她们家的孩子太苦了。”

昨天下午读者蔡女士来电说，她觉得香莎和
她的孩子们太可怜了，“我想先给她们捐1000元，
等忙完这阵子，再给那几个孩子买些衣服送去。”

蔡女士说，昨天她特意给12岁的儿子讲了
香莎一家的情况，希望他能将平时去外面吃饭
的钱省下来一半，给那个小妹妹用，“我儿子马
上保证说，以后就在家吃饭，省钱给妹妹用。”

省慈善总会宣传策划部的高慧说，他们已
经与香莎家人取得联系，初步意见是让香莎先
住进医院，“省慈善总会根据病情需要及救助项
目资金支出标准为香莎看病”。

呼吁整形机构能帮她的3岁妞整容
读者蔡女士希望一些有爱心的整容机构能

够帮助 3岁小女孩如梦，“她现在还小，没有那
么强烈的自卑感，但等她慢慢长大了，她该如何
面对外界的一切……”

还有数位读者和蔡女士的想法一样，希望
有爱心整容机构帮助如梦早日摆脱“恐怖”面容。

昨天下午，记者从香莎的妹妹李香兰处得
知，登封石道乡政府前天下午带着油和面去看
望了香莎一家，并答应每月给予 200元钱的特
困补助。至于低保，因户口问题暂且没法申
请，对此，广大热心读者希望当地公安机关能根
据香莎一家的实际情况给予解决。

7月29日本报关于缅甸女子香莎的报道

田玉燕趴在床上学习田玉燕趴在床上学习 侯天宇在生火做饭侯天宇在生火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