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都热得喘不过来气！”

昨日下午，最高气温 36℃。在陇海
路和桐柏路交叉口，57岁的贺志学和往
常一样穿着协管员的统一服装，戴着有
交通协管字标的小黄帽，手持小红旗，
在路口的东南角维持非机动车道的交
通秩序。

“小伙子，红灯！等等再过！”他对
一个准备闯红灯过马路的小伙子喊着，
小伙子停下了脚步。虽然路口有遮阳
伞，但炎热的天气里依然可以看到贺志
学的衣服背后已经被汗水湿透，旁边的
树上挂着一个装水的旧塑料水杯，这是
他上班必备的行头，他每天站班要喝 3
杯水。

贺志学说，不管什么天气，都要坚
守岗位，这些天郑州出奇的热，空气都
热得喘不过来气，但自己的工作就是这

样的。他对面的路口，一名40多岁的女
协管员也在维持着秩序，她叫赵淑梅。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这几天实在太热
了，热得有些头晕。”赵淑梅说。

协管员不容易，他们要面临四个难处

交通协管员的工资不高，但也办理
了五金和退休保障，所以，他们也很珍
惜这份工作，但他们的工作需要面临四
个难处。

一是面对恶劣的天气，无论刮风下
雨，他们都要坚守岗位。这些天郑州天
气十分炎热，有些身体不好、年龄大的
协管员就面临坚持不了的困难。

二是这些协管员的家庭情况普遍
贫困，不少家庭只靠他们一个人的工资
养活一家人，他们年龄偏大，身体也不
是很好，这也是他们面临的难题。

三是有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

员素质较差，不听协管员的指挥，他们
受了不少委屈，有些更恶劣的还动手侵
害协管员。

四是除了协助维护交通，他们还要
负责擦洗道路护栏的清洁，这也是一项
非常辛苦的工作。

晚报要为他们送去关怀

郑州晚报爱心公益社的成员@六月
天6666和@郑州王李好在上个月就开始
考察市场行情为协管员们购买水杯和毛
巾等降暑物品。经过考察，将采购2200
个水杯和毛巾，这些资金来自之前郑州
晚报爱心公益社为一线的户外工作者和
农民工送爱心饺子所剩下的 1.6 万多元
捐款。今天上午10点，郑州晚报爱心公
益社的部分成员以及爱心志愿者将和交
巡警一起到农业路和东三街的黄河小商
品城采购，并按辖区进行发放。

8 月 7 日，本报 A10 版报道了河南
商丘大学生杨超凡在深圳街头举牌“卖
丑”的事情，引起很大反响。虽然他先后
在深圳街头搞了3场“求助秀”总共才收
获善款245元，但是却用他的真情和毅力
打动了一位企业家。

据了解，一位比杨超凡仅大 8 岁的
“80 后”企业家——深圳某集团公司的
老板梁家豪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

在核实了情况后，梁家豪便发动员
工为小杨筹集了8万元善款。而为了保
证这 8 万元只用于给杨超凡治病，最终
商定这 8 万元暂由曾报道过杨超凡“卖
丑”事件的《羊城晚报》保存。

由于杨超凡要做两次大手术，他希
望能有一家好心医院为他“打折”医治。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文 网友“比特”/图

这辆轮椅车是谁丢的？

昨日，文化路巡防队员郭志强来
电说，8 月 7 日，我们队员在农科路
经 三 路 口 捡 到 一 辆 轮 椅 车 ，都 一 个
星 期 了 ，一 直 找 不 到 失 主 。 感 觉 轮
椅 车 只 有 需 要 的 人 才 会 买 ，失 主 肯
定特别着急。

8 月 7 日上午，农科路经三路口，一
辆轮椅车不知何故被主人遗忘在了路
边。这时，一个收废品的人走了过来，
左看看右看看，准备把车推走，被路人
制止。后来，这名路人把轮椅车交给了
文化路办事处的巡防队员，队员们对附
近的保安、商店老板进行了询问，结果
没人知道轮椅车的主人是谁，只好带回
到郑花路社区巡防室保存，并告知附近
的保安和商户有人要是寻找请找巡防
队员认领。

现在快一个星期过去了，巡防队员
既找不到主人，也没有人前来认领，所
以求助郑州晚报，寻找失主。该车有八
成新，上面放有一拐杖，请失主看到信
息后到郑花路社区认领，或者拨打巡防
队员的电话13526837531认领。
郑州晚报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郭志强

9667896678

打电话有稿费

我们将向交通协管员们送水杯和毛巾

“天热，多喝点水吧”

近日，郑州持续高温。在街头，不管天气多热，交通协管员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工资不高，拿着1240元的
最低保障工资，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本报联合郑州交巡警支队和志愿者一起给他们送去关怀，由郑州晚报爱心公
益社把之前免费全城送饺子的捐款剩余的1.6万多元用来购买水杯和毛巾，在酷暑里给协管员带去一丝清凉。
郑州晚报记者 廖谦 文/图

大水杯是他们的上班行头

■郑州晚报爱心公益社行动

■帮到位

街头仅收获245元，打动一“80后”老总

“卖丑”男获赠8万元治病

■寻人

公交有了“哺乳间”

昨日上午，家住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的岗女士乘坐郑州公交三公司公交
车时惊奇地发现，车上有个“哺乳妈妈
专座”。

这个座位是车长程艳红设置的，有
一天，车上一个婴儿哇哇地哭，婴儿的母
亲左右为难后，最终决定给孩子哺乳，她
的这一举动却引来车上部分人的不满和
尴尬。于是她买了个1.5米长的挂梁和
一个帘子，搭起了这个“哺乳间”。

公交车上设“哺乳间”的做法是郑
州首例，有望在整个线路上推广。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杨超群 文/图

■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