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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市
查办职务犯罪497人
今年严查为官不为、为官乱为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市
检察机关会议上获悉，去年全市
检察机关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301 件 497 人，其中贪污贿赂犯
罪 224 件 361 人，渎职侵权犯罪
77 件 136 人。反贪立案人数、百
万元以上大案数、要案数、实刑
判决人数，反渎立案人数、重特
大案件数、要案数、实刑判决率
等8个单项指标均居全省第一。

今年将严查群众反映强烈
的为官不为、为官乱为。进一步
创新预防工作，建立预防分包联
系制度，在医疗、环保等系统探
索推行检察联络官制度。

此外，郑州市检察院蝉联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获得“全
国检察机关检务保障先进集体”
等多个荣誉称号。中原区检察
院制作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公
益广告，在司法部、国家网信办
等主办的法治动漫微电影大赛
中荣获两个一等奖。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周庆华 吕佳

1个月为啥
收到俩水费账单？
本报讯 昨日，在华山路一小区
业主群内，不少业主在相互询
问，为啥 2 月份收到俩水费账
单？同时，在郑州自来水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也有不少有疑问的
市民前来咨询。

对此，该公司做出解释称，
按照郑州物价局相关文件，今年
1 月 1 日起郑州市执行新的水价
标准。为此，自来水公司于2016
年 1 月 1 日~10 日对郑州市全部
集中供水用户注册水表进行了
集中抄读，此次集中抄读的水量
按原水价结算，集中抄读之后的
水量及水价按新的水价标准执
行。市民缴费后拿到的两张水
费单一张是集中抄读前按照老
水价结算的单子，一张是集中抄
读后产生的水费按照新水价结
算的单子。

按照老水价结算的部分是
否需要马上缴纳？该公司解释
说不需要马上缴纳，各小区具体
交费时间以水费通知为准。集
中抄读水量的费用，按照日常抄
表缴费周期进行缴费，水费通
知、缴费方式不变。即 2 月份、3
月份一户一表用户在当月水表
抄读完毕后，需交纳两笔水费

（一笔集中抄读原水价水费，另
一 笔 正 常 抄 表 现 行 水 价 水
费）。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

本报讯 2月22日晚上7时许，
一辆 12 路公交车在中原路福
寿街口右拐时，一骑电动车载
着一名女子的青年男子从车
前方由南向北横过马路，因嫌
公交车不避让，男子追上公交
车，抡起车锁把公交车门玻璃
砸得粉碎，之后迅速逃逸。

其时，信号灯指示公交车
可以右拐通行。面对闯马路的
电动车，公交女车长没有急刹
车，而是慢刹车并绕个弧形，公
交车从电动车前拐过，车贴着
男子向前，电动车只好停下。

不料，电动车加速追上公

交车后，男子轮起电动车前篓
内的大铁锁，猛砸公交车前车
门，“哗”的一声，车门玻璃碎
裂。随后男子骑车逃离现场。

飞溅的碎玻璃片砸到女
车长脸上，女车长惊叫一声，
将车慢慢停下，乘客无恙。

“幸亏当时前门没有乘客
站立，玻璃碴只飞到我脸上身
上。”车长陈女士介绍。

昨日上午，12路公交所属
车队抓安全的宋队长称，反复
查看车载录像后，确认砸车男
子违章过马路，也违章载人，
车长属正常行驶并无过错，而

且当时采取措施正当，“假如
急刹，很可能造成很多乘客摔
倒受伤。”

目前，受惊吓的女车长在

家暂时静养，警方正在调查找
寻砸车男子。
郑州晚报记者 徐富盈 文/图
线索提供 王鸿（稿费50元）

砸车男，你摊上大事了
嫌公交没避让，男子抡锁砸车门后逃跑，警方正在找他

本报讯 昨日上午 8 点多，78
岁的杜先生带孙女上辅导
班，在花园路黄河路附近上
了 71 路公交，他让孙女坐
在了车厢后门旁边的座位
上，自己站立一旁。车没走
多远，在黄河路经七路口附
近，一个急刹车，站立不稳
的杜先生摔倒在地上，浑身

疼痛难忍。
事后，公交司机按照老

人的要求先把他送到了就近
的郑州人民医院，其后又进
行了转院。记者从杜先生家
属黎先生提供的诊断书上看
到，老人椎体出现了压缩性
骨折等，已住院治疗。

交警部门随后出具的交

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公交司
机雷师傅负此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

昨日下午，雷师傅告诉
记者，当时车上还有座位，而
杜先生一直站着。事发时，
他驾车由东向西行驶，左侧
有一辆公交超车，他就急忙
踩了刹车。

事发后，雷师傅个人先
垫付了 1000 元钱。目前，双
方正在协商处理后续问题。
公交公司提醒，老人带着孩
子乘坐公交，即使只有一个
座位或者有人给让座，最好
抱着孩子一起坐在座位上，
避免摔倒。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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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 11 月，一名 70
多岁的老大爷带着孙子到郑
上路旁一土堆玩，孙子去爬土
堆，老大爷担心孙子摔倒也跟
着爬坡，没想到老大爷一个趔
趄从高坡上滚下，摔成骨折。
昨日，巡防队员致电本报称，
每天还有很多老人被孙子们

“逼”着爬这座土堆。
昨日上午，记者在建设路

与湖西路交叉口偏北200米处

看到，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在爬一
座约四层楼高的黄土堆，市民多
为老年人，孩子2岁至7岁。

由于攀爬的人较多，黄
土堆陡坡上被磨出了一条宽
约3米、直通黄土堆顶部的光
秃秃的坡路。

“你看俺这 3 岁的孙子，
看到其他孩子上，也哭着要
上，挣脱我后就爬，我担心他
摔下来，只好跟着他，可我行

动不便，爬了半天也爬不上
去，还差点自己摔下。”74 岁
的曹大爷无奈地说。

“经常有人从坡上摔下
来。希望带孩子的家长别让
孩子爬，要给孩子好好说这
很危险，不能由着孩子来，不
管孩子还是大人摔着了都不
好。”巡防队员说。
郑州晚报记者 徐富盈 文/图
线索提供 岳先生（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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