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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合整治
欧丽路大有好转

本报昨日对欧丽路（航海路至沁
河路段）占道经营现象进行报道后，汝
河路办事处迅速行动，联合多部门对
该“老大难”路段进行整治。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欧丽
路实地察看，与之前相比，该路段面
貌大有改观：占道商户均已移至店
内经营，马路边上随处堆放的垃圾
被及时清理，机动车占道现象也减
少了。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郑磊

绿化带上垃圾已清理
昨日，群办路南阳路绿化带内

藏满垃圾的现象经本报报道后，记
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绿化带上的
大件垃圾已被清理完毕，几名工作
人员正在现场清理剩余垃圾。南阳
新村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以
后，办事处会定期对该区域进行清
理。郑州报业集团见习记者 谢娟

生活垃圾随处丢，建筑材料到处放，
村门口则是大土堆挡道……昨日下午，
记者走访老鸦陈办事处薛岗村，发现该
村存在多方面脏乱差问题。

从江山路拐进薛岗村，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路两侧各一个大土堆，中间夹
杂着些许生活垃圾及塑料布。据一村
民介绍，这些土都是附近工地堆放的，将
来还要回填，“不管怎么说，土堆上至少
得罩上东西吧。”该村民说，一方面是防
止有人往上面倒垃圾，另一方面防止大风
天气尘土飞扬。

在村口路北侧，一堆生活垃圾很是
刺眼，一名商户正在对垃圾进行清理。

“平时村里也没人专门清理，都是我们商
户自己处理。”商户说。

记者在村内转了一圈，发现多家村
民正在盖房，大多数村民及施工人员都
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建筑材料更是随意
堆放在马路上，甚至将街道堵了个严实。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郑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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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你看这张1986年照的，你脸上的褶还不咋显，看着多年轻着哩。”坐在轮椅上
的88岁的郭秀珍老人精神头儿十足，段双奇从屋里拿出过去照的黑白相片，镜框
早已斑驳，后面布满了蛛网。
段双奇是中牟县刘集镇段庄村村民，酷爱摄影。30年前，农村照个相还是非常奢侈
的事儿。1985年春节前夕，段双奇当着乡亲们的面说：“我也不会给老少爷儿们帮
啥忙，就会照个相，只要还能掂得动相机，我就给大家照，分文不取。”
从那时开始，这一照就是30年。从胶卷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段双奇用一颗心用一
双手，兑现着自己的承诺。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效强 贝宁 文/图

段双奇和郭秀珍老人一起回忆当年照相的情景

今年7月11日，本报率先刊发《七旬老人花书增：17年还债20多万元》的文章，报道了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年过古稀的老人花书增诚信
为本，17年来省吃俭用，每月坚持回村还巨额欠债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对此事给予重点报道，再
次引发社会关注。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是千金不易的可贵品质。在我们身边，其
实还有很多像花书增老人一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诚信的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诚信的企业和群体。他们的故事充满正能量，值
得我们一一挖掘、大力弘扬、用心传播。

开设“诚信郑州”专栏，意在通过讲述一个个真实的诚信故事，褒奖美好，推介经验，积极推动诚信郑州建设。也期待广大读者与
我们一道，共同发现诚信，褒奖诚信，践行诚信，打造诚信郑州，共同参与诚信郑州建设。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想参与话题讨论，请
联系郑州报业集团旗下媒体——郑州日报：新闻热线0371-67655551，电邮zzrbcfzx@126.com，郑州日报官博（新浪微博@郑州日
报）、官微（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热线96678，关注郑州晚报官博（新浪微博@郑州晚报）、官微（微信公众平台订
阅号：郑州晚报）；中原网：新闻热线0371-67655598，中原网官博（新浪微博@中原网）、官微（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中原网）。

重情重义汉子一诺千金
为乡亲义务照相三十年

村里的张文义，在中牟县石油管
道公司工作，作为一名电焊工常年在
非洲施工。四五年前，孩子尚小，他
十分想念家乡的父母妻儿，便委托
亲人找到段双奇。双奇二话不说，
背上相机赶到张家，照了一张他妻
子孩子父母的合影，洗好后，按地址
第一时间寄到了非洲。

马凤英，今年已经 83 岁，提起
段 双 奇 赞 不 绝 口 ：“ 我 18 岁 就 参

加工作，当过乡长，也算见过些世
面。双奇这孩子，我看着他从小
长大，他给乡亲们办的好事一件
又 一 件 ，想 叫 人 不 说 他 好 都 难 。
像他几十年免费给村里人照相，
谁做得到？！”

段庄村四个村民组 1500 多口
人，段双奇的眼里没有远近厚薄，他
到过每个家庭，他的镜头里留住了乡
亲们岁月的珍贵记忆。

30 年来，段双奇为村里的乡亲
拍照，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他用镜头
记录了乡亲们走过的岁月。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一张彩
色照片，冲洗放大后装在镜框里，亲
自登门送给每一位老人。每逢乡亲
们儿婚女嫁、老人寿诞，或者村里
有个喜庆之事，就能在现场看到段
双奇忙碌的身影。

以前条件差，为了冲洗照片，在
滴水成冰的冬天，他用柴火烧开水，
夏天担上水桶夜半三更还要到井台

上打凉水。
“去年六月初九，我 71 岁生日。

这张全家福是俺家第一张全家福，是
双奇这孩儿给照的，当时给他钱，他
说啥也分文不收。”昨日，在退休老教
师李伯舟家的堂屋里，他摩挲着照
片，“我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全家总
共 17 口人，孙子辈最远的在北京上
大学，要想聚齐还真是不容易。为
了这张全家福，我当时下了‘死命
令’。”这张照片里承载着李老师满
满的幸福和骄傲。

全村1500多口人在他眼里没有远近厚薄

30年，他用镜头留住乡亲们走过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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