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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招募10对“爱心父母”
带10个贫困孩子过中秋

昨日，郑州慈善总会发布消息，中
秋节前夕将开展“牵手贫困儿童
游乐园”公益活动，面向全市征集
10对“爱心父母”，和他们一起过
节，并满足孩子们小小的愿望。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郭伟

10个贫困孩子
渴望“家”的温暖

经过征集和走访，郑州慈善总
会计划帮助全市9个家庭的10名孩
子：中牟县姚家镇小胡村 6 岁的女
孩梦真，新密市金井沟村四组 8 岁
的女孩晓雨，新密市米村镇的两个
男孩龙飞、腾飞，荥阳市高山镇杨桥
村 13 岁的男孩小荣，荥阳市贾峪镇
蒋庄的 10 岁男孩小威，荥阳市高山
镇石洞沟村的 8 岁男孩一飞，荥阳
市玉龙镇后柱岗村的 14 岁男孩俊
杰，荥阳市环翠峪村铁匠沟的 11 岁
女孩新鸽，荥阳市庙子乡二郎庙村
的10岁男孩万青。

“他们有的是留守儿童，父母常
年在外打工；有的是低保家庭孩子，
从来没去过公园……我们希望在中
秋节来临之际，由爱心家庭领着这
些孩子一起过节，让他们感受来自
家庭的温暖，同时也教育城市孩子
学会关爱他人，让他们和城市孩子
在一起共度一个有意义的中秋团
圆节。”郑州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爱心家庭”9月5日前报名

想成为爱心家庭需满足这些条
件：一家三口，有爱心、乐于奉献、
拥有私家车，家有 8~14 岁儿童；自
费带领贫困儿童游公园、吃一顿午
餐、认领并实现一个贫困儿童的中
秋愿望。

牵手贫困儿童游乐园公益活动
于 9 月 6 日进行。爱心家庭可在 9
月 5 日前拨打郑州慈善总会电话
68665328进行咨询、报名。

“随手拍”寻找郑州“最美路口”

市民力挺“花园路农业路口”
“这个路口不但有最‘较真儿’交警，协管员也个个给力”

文明交通·我先行

得知“花农路口”受到市民热捧，当
选“最美路口”后，作为该路口交通示范
岗岗长的交警五大队杨华民警官也发表
了他心目中“最美路口”的标准，“只要是
专注于交通安全，致力于交通畅通，创新
管理、服务大家出行的，都是最美路口。”

同时，也有很多市民表示，一座城

市除了完备的路网、发达的公交、科学
的管理等硬件基础，交通参与者的文明
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道路的畅
通。郑州公交总公司的孙跃青来电建
议，“最美”评选应该更进一步细分，除
了最美路口，还可以继续寻找最美协管
员、最美司机、最美路人。

上午 12 时，记者来到中原路嵩山
路十字路口。虽然正值下班高峰，车流
量很大，但经过该路口各方向的车辆都
通行顺畅，来回过马路的多为年轻人，
他们大都能遵守交通规则。在记者停
留的 10 多分钟里，没有看到一辆车违
反交通规则。

在该路口，记者还看到，只要红色
信号灯亮起，电动车会就齐刷刷在停车

线后面等待。“到这个路口看到红灯就
会停，大家都是这样，算是一种习惯
吧。”一位刚放学的中学生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路口交通设施、
标线施划到位，为市民文明出行创造了
充分条件：除了清晰的停车线、斑马线，
路口中间还划出醒目的黄色电动车待
转线，非机动车专用右转道、行人过马
路“安全岛”也都一应俱全。

花园路农业路口是我市最繁忙的
十字路口之一，由于地处市中心繁华区
域，车流量人流量大，在交通秩序管理
上难度较大。

在晚报收到的上百条“最美路口”
推荐线索中，花园路农业路口获得过半
市民的力挺。“那个路口不但有最‘较真
儿’交警杨华民，协管员也个个给力。”
网友们如此评价。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该路口看到，由
于地铁施工，路口北边半幅路面被围挡

占用，但因为有交警在马路中间指挥、4
名交通协管员在路口引导市民过马路，
这里依然车流顺畅、通行有序。

张文顿当协管员七八年了，他说能
感觉到市民文明素质在不断提高。“老
师儿，你往边上来点，停那儿碍事”“红
灯，别慌，等会儿再走。”张师傅一边跑
前跑后执勤一边说，“这个路口车多人
多，确实比别处辛苦。”但是看到交通状
况越来越好，听到外地游客的夸赞，张
文顿说“累点也值”。

“花农路口”得票最高 交警、协管员，个个都给力

中原路嵩山路口设施完善 鲜有人闯红灯，车辆通行顺畅

■市民建议

继续寻找最美协管员、最美司机、最美路人……

中原路嵩山路口,不闯红灯的“小电电”
成了一道风景线。

“第一次出摊只有17本书，半年后就
增加到5000本，现在不论哪个书摊，来捐
书的人都是络绎不绝。”爱心书摊发起人
之一、志愿者田东告诉记者，书摊创办之
初，为节省人力，他们选择了无人值守模
式，“说到底，就是我们选择信任前来看
书的读者”。

半个月后他就发现，书不仅没有减
少，反而增加了许多。随后加盟的书摊，
纷纷仿效了这种模式。

志愿者告诉记者，很多捐书者也是看
书者，他们从书摊借走一本书，还书时经
常会带来一摞书。尽管书摊设置有签名
册，但来捐书的人很少留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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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现郑州
诚信群体，守护道德，践行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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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书摊
见证诚信传递温情

郑州的无人书摊活动始于2013年6月，如今它的总数已超过50个，遍布人民公园、月季公园、碧沙岗公园、绿城广
场以及社区、诊所、门店等场所。在这里，借书、还书全凭自觉，但书摊上的图书却日渐增多，无数陌生人在这里分
享知识，相互传递信任与温情。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聂春洁

图书下乡 让爱久远

爱心书摊设施比较简单，最初
桌椅都是露天摆放。田东也曾担心
过，如果碰上雨雪天气将不能如期
出摊。不过随着活动知名度的提
高，这个担心被顺利破解。“高校、车
站、广场、社区都伸出了援手，表示
愿意提供室内场地，雨雪天爱心书
摊可以转移到室内。”田东说，后来
一些诊所、小门店也有意加盟，但他
们图书资源相对不足，爱心书摊决
定每个点支持 50 本图书，帮助他们
起步。

爱心书摊还把新增的图书分
类整理后进行“图书下乡”，已通
过各种方式向乡村小学捐出近万
册图书。他们还把无法流动阅读
的废旧图书制作成盲文本，供盲
人使用。

今年3月，月季公园的爱心书摊开张
了。短短两个月，这里的图书就迅速增
加到 1000 余册，全是热心市民和孩子们
捐的。

在这个书摊前，经过 1 个小时的“蹲
守”，记者找到了一名捐书人。“周末妈妈
来这里跳舞，我就到书摊上看漫画。”8岁
的小读者杨晨曦告诉记者，这次他把家
里的漫画书也带来了，自己看过了，希望

可以给别的小朋友看。
除了这些默默捐书的读者外，还有

不少人主动给田东打电话，要向书摊捐
书。网友“行走的KIKI”看到有关书摊的
报道后，一次捐赠了596本图书。

田东说，现在志愿者主要任务是上门
收书，周末早晨送到公园里，晚上拉回来，

“完全不用担心，书不会丢，也很少发生损
坏，读者比我们更爱护这些书籍”。

无人值守 选择信任

争相捐赠 传递温情

每天出行，经过哪些路口时您感觉
最安全最舒心？在哪些路口，大家
都能遵守交通秩序，自觉按照红绿
灯指示过马路？
8月27日，郑州晚报文明交通“随手
拍”栏目发出寻找郑州“最美路口”
的消息，吸引数百位市民踊跃推荐，
“最较真”交警杨华民驻守的花园路
农业路口和“硬件”设施最完备的中
原路嵩山路口得到市民热捧，高票
领先。
郑州晚报记者 吴淑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