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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的“天府通”、青岛的“琴
岛通”、广州的“羊城通”、南京的“金陵
通”、西安的“长安通”……每个城市的“一
卡通”都有一个响亮而有地域特色的名

字。昨日，郑州市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
司公布，郑州的“城市一卡通”有了自己的
名字——“绿城通”。目前该卡片正在加
紧制作中，发卡前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
进，近期将与广大市民见面。

2013 年 9 月，郑州市政府门户网站
面向全国有奖征集郑州一卡通卡名、
LOGO和卡面设计方案。征集公告发出
后，共收到 1000 多封信件和电子邮件，
并对收到的作品进行综合评选，最终确
定了一卡通的卡名、LOGO 图标以及卡
面设计方案，并对获奖者进行了颁奖。

卡名叫做“绿城通”，入选方案是广

州市民周瑞武的作品，郑州被誉为“中
原绿城”，“绿城通”取其“绿城”之称，体
现城市特色。LOGO由厦门市民陈聪荣
设计，用中原的“中”、郑州的首字母 Z、
卡片、芯片等元素进行技术创意，设计
大气简洁，既体现了卡片特色，又包含
了中原文化与人文地域特色，寓意汇聚
万象、锐意进取、服务社会的企业精
神。卡面方案由郑州市民张晓明设计，
王占辉修改，以现代化的郑州市地标建
筑“二七塔”和“中原福塔”为背景制作，
具有地域特征和人文气息。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文 张翼飞/图

郑州“一卡通”取名“绿城通”
卡片正在加紧制作，近期将与广大市民见面

■地铁人物

女儿经常发烧
他无法照顾
索性把家
安到儿童医院附近
见到郑东车辆段信号工班长王刘欣
时，他正在对车辆段的道岔接口进行
维修。维修结束后，王刘欣又对接口
周围的螺丝敲打一番，确定螺丝都拧
紧了，才放心离去。
“作为车辆段信号工，最重要的就是责
任心，一个没有拧紧的螺丝可能就会
影响地铁的运行，所以检修的时候更
是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王刘欣说。
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实习生 徐静

车辆段的“眼睛”
每颗螺丝钉都不能放过

王刘欣是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运营分公司设施设备部通号室郑东车辆
段信号工班长。说到自己的工作内容，
王刘欣这样形容：“我们信号工的工作就
好比车辆段的‘眼睛’，既要通过信号机
确保地铁正确的运行路线，同时也要检
修道岔接口、轨道电路，保障地铁在车辆
段上安全行驶。”

为了做好车辆段的“眼睛”，王刘欣
对自己很苛刻。他的同事告诉记者，压
力最大的 7、8 月份，王刘欣除了和大家
一样白天冒着烈日维修设备，夜里喂着
蚊子检修轨道故障，每天早上还要比大
家早到半个小时，提前安排规划当天的
工作，和其他兄弟部门协调工程进程。
晚上大家加班走后，他还要留下来收拾
整理当天验收表格和工具，室外信号机、
轨道电路、转辙机的每一项电气数值，都
没有放过，严谨地记录核对。

王刘欣的工作最多的就是和一些冰
冷的机械打交道，枯燥乏味。天天面对
几乎一成不变的机械，王刘欣说更需要
责任心和耐心。哪颗螺丝松了，他都要
通过查找遗忘的资料记录，查出这个螺
丝松动的背后原因。

优秀的地铁人 不合格的爸爸

王刘欣的老家在离他工作地点很近
的中牟县。即使如此，最近一个月他都没
有回过老家。2006 年大学毕业后，王刘
欣去了山东铁路工作，去年11月份，应招
回到了家乡。王刘欣的家人本想着他回
到郑州，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增多，但
事实并没有如愿。

今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8点的时候，
王刘欣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家里一岁多的
女儿感冒发烧，从下午3点烧到6点都不
退。妻子很着急，家里又没有其他人，不知
如何处理，就打电话让王刘欣赶紧回去。

“当时联锁试验正处于最紧要关头，
我心里很挣扎，想马上见到女儿，但是也
不能把巨大的工作压力丢给同事们，最
后，我狠狠心留了下来。那天工作完已经
12点了，回到家看到病痛中的女儿，我心
里真的很酸，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
责任，对不起女儿。”说起两岁的女儿，
王刘欣的脸上充满了爱意和愧疚。

王刘欣说，女儿经常发烧，这让他有
点不知所措。如今他把家都安到了郑州
市儿童医院附近，一是离医院近，二是离
哥哥家比较近。“我经常不在家，孩子病
了离医院近，还有家人可以帮忙照顾。”

二七广场正兴街段的路面恢复已经基本完成，公交港湾也建设好了，可是
细心的市民发现，原先为了给地铁施工建设让路的“廊桥”迟迟没有复建的
迹象。昨日，记者从轨道公司了解到，由于正兴街两侧的地铁站点通过地
下通道联通，具备了廊桥的功能，所以不再复建。同时，因地铁拆除的中原
路过街天桥也不再复建。郑州晚报记者 辛晓青 实习生 严雪/文 马健/图

2011年5月，由于二七广场地铁站
的施工需要，二七广场上U形空中廊桥
西侧，位于正兴街上方的52米长过街廊
桥开始拆除，当时预计将在次年复建。

据资料显示，二七广场的廊桥建
成于 2004 年 1 月 17 日，长 578 米，U
形，共投资 1.6 亿元，是亚洲目前最长
的廊桥。

因 为道路而四分五裂的二七广
场，依靠廊桥连接，成为行人穿行二七

广场的重要通道，同时因为连接起周
围的四座大商场，与廊桥连接的二层
商铺也从冷门变为临街旺铺。

除了二七广场的廊桥，中原路上
省交通厅门前的过街天桥，也曾经是
旁边二七区外国语小学学生们主要的
过街通道，早在 2009 年为地铁 1 号线
的医学院站建设让路而拆除。

此外，为地铁 1 号线让道的天桥
还包括人民路丹尼斯前的过街天桥。

二七广场地铁站
形成新的“地下廊桥”

对于市民的疑问，轨道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二七广场站 A 出口位于郑州华联
东门，F出口位于二七宾馆西侧，这两个相
对的出入口恰好成为拆除的廊桥段的替代
通道，市民穿越正兴街可走地下，不必进闸
即可通过，也正因为功能已经具备，所以拆
除的廊桥不再复建。

本月26日开始试运营的1号线二七广场
站虽然只开放了3个出入口，但是该站共设计
安装10个地面出入口，其余7个将结合周边商
业配套，根据工程建设进度逐渐开放。而当所
有出入口开放之后，在二七广场的地下，也形
成了一个新的“廊道”，也就是说，市民不需购
票或者刷卡进闸，通过地下也能绕行二七广场
一周，选择任意路段上到路面或者进入商场。

另外，为了医学院站让路的中原路过
街天桥拆除后，天桥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地
铁出入口，兼具地下通道功能，因此该天
桥也不再复建。

人民路丹尼斯前的天桥，也因为出入
口具备通道功能，不再复建。

地下通道不能保证24小时开通
虽然兼具了地下通道的功能，但是地

铁的运营到晚上 9 点半就停止了，通道还
能畅通吗？

记者了解到，在地铁停止运营之后，
运营公司会对地下站点进行清理，由于地
下通道安装有很多设备，所以在清场完毕
后，通道也将关闭。

在火车站地铁站
回忆绿皮车

昨天中午，一位地铁工作人员从
郑州火车站地铁站的文化墙前走过，
这个文化墙把绿皮火车作为装饰，13
个车窗用黑白照片的色彩，展示了乘
客的不同表情和动作，展现了郑州火
车站的历史地位，让人们重新回忆车
窗里的那个年代。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