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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A06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文/图）位于高新
区莲花街与银杏路交叉口的莲花
公园北园是 2023 年郑州市新建的
37 个公园之一。作为这个公园建
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袁俊海深感
自豪。

“我们是 2023 年 4 月份正式进
场施工的。进场后看到的是一片
长满荒草的‘大土堆’，上面零零
散散分布着附近居民开垦的荒地，
种 着 青 菜 、蒜 等 一 些 农 作 物 ，在

‘ 大 土 堆 ’外 还 有 一 段 废 弃 的 道
路。”袁俊海说。

根据前期现场勘查和设计、施工

图纸，施工方开始了对“大土堆”为期
8个月的改造。作为一名现场施工负
责人，除了负责施工作业的各个技术
环节，袁俊海还须做好施工期间各项
事务协调。通过他的宣讲，周边居民
了解到这片“大土堆”今后将建成漂
亮的大公园。

针对淤泥土质不利于植物成活
的问题，施工方组织工人大面积翻地
暴晒淤泥，改良土质；面对暴雨天气，
抓住雨停的间隙抢工期。周边居民
时不时会过来了解施工进度，还关心
工人干活累不累，这些友善的交流让
工人们油然升起一股为家人造花园
的亲切感，也让大家感到困难和劳累

顿消。
占地面积 6万余平方米的“大土

堆”终于变成了靓丽的公园，花木葱
茏，景色宜人，健身步道、景观休闲节
点、儿童游憩空间、综合服务设施配
套齐全，成了周边居民争相打卡的新
地标。尤其是儿童游乐区，几乎每天
吸引众多小朋友嬉戏玩耍，每每听到
居 民 们 由 衷 地 说“ 这 个 公 园 真 不
错！”袁俊海就觉得自己和同事们的
努力没有白费。

未来，袁俊海将继续投身于郑州
市的公园建设事业，为美丽郑州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给市民创造更多休闲
的好去处。

百姓身边看变化百姓身边看变化

滑雪场上相撞受伤
医药费用谁来赔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鲁燕）滑雪场上摔倒或
碰撞他人引发的事故难免发
生。如若发生意外，责任该怎
样划分？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风
险？今天，一起来看看荥阳市
人民法院已审理的这起案件。

2023年 1月 26日，马女士
在荥阳一家滑雪场缓冲区等候
时，与一名向下滑行的孩子相
撞受伤，次日感觉眼部不适，前
往住院治疗，入院诊断结果为
左眼眶骨骨折、双眼屈光不
正。因此产生医疗费、误工费
等，双方一直商议未果，马女士
将孩子的监护人王某某和滑雪
场诉至荥阳市人民法院，要求
王某某与滑雪场承担因滑雪受
伤所支付的医疗费、误工费等
费用。

案件开庭后，马女士、王某
某和滑雪场各执一词，均认为
自己不存在过错。法院审理认
为，此案中，由于未成年人在向
下滑行过程中，未能控制好自
身速度，疏于观察前方雪道情
况，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停留在
雪道上的马女士，亦没有时间
采取避让措施，致使其与马女
士发生碰撞，造成马女士受
伤，监护人王某某未合理预见
相应风险并制止该行为，应当
承担相应侵权责任。而马女
士在缓冲区停留休息，该地点
虽然位于雪道下端，但仍属于
滑行路线范围，对其损害发生
也有过错。

滑雪场作为经营者和管理
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从
其提供的雪场安全提示照片来
看，滑雪场工作人员并未对原
告进行劝离、提醒，因此滑雪场
对马女士的受伤也存在一定的
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合考虑各方注意义务及
过错程度，承办法官分别与当
事人沟通，进行释法明理。最
终，各方当事人换位思考，互相
谅解，马女士承担30%的责任，
王某某承担 35%的责任，滑雪
场承担35%的责任。

提醒：规范遵守滑雪场馆
相应规定，不可盲目冒险

办案法官表示，民法典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
行为人有过错的，其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的，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在此提醒广大冰雪爱好
者，进行冰雪运动前，务必佩戴
正规的运动器具、护具，根据自
身能力和水平选择对应的场
地、雪道，同时规范遵守场馆内
的相应规定，不可盲目冒险。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见习记
者 田莎）“模模糊糊听到一声‘妈妈’，我
眼泪当场掉了下来，这是孩子出生以来
我听到的第一声‘妈妈’，我永远记得那
个场景。”市民刘女士回忆说。她的孩子
果果接受了郑州市残疾儿童康复项目的
救助。该项目是 2023年郑州市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之一，去年 5181名残疾儿童
获得康复救助。

2016年，果果出生，3个多月时，刘
女士发现果果反应不敏感。经检查，果
果患有共济失调性脑瘫，一张又一张医
疗费用账单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很大的
压力。

2018年，偶然情况下刘女士听说了

郑州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申请通
过后，刘女士带着果果来到定点医疗机
构接受康复治疗，在郑州市第一按摩医
院一待就将近6年。

刚入院时，果果不能独自站立和行
走，四肢爬行不协调，言语发育落后，平
衡功能差，根据这些情况，医生设置了一
套系统的训练。作业疗法、手功能训练、
平衡功能训练、核心训练……每一项训
练看似平常，可对果果来说，都是难以完
成的任务。

好在有果果的坚持、医生的耐心以
及救助资金的支持，果果现在情况越来
越好了。果果可以进行简单的语言表
达，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能喊出来。更

重要的是，如果果果有不喜欢的东西，
“不要”两个字也说得很清楚，这让刘女
士很欣慰。不仅如此，果果还可以独站
独走，虽然比较踉跄，但刘女士有了目标
和希望：期待半年后，果果能够更加独
立，找到合适的机会，迈入校园。

“6年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真
是帮了大忙了。在郑州，这个项目面向
的救助对象范围比较大，0到 14岁的残
疾儿童都可以申请，报销后，每年最高能
拿到1.2万元的救助资金，2019年后又涨
了，现在我们每年最高能拿到1.9万元的
救助资金。”刘女士说，现在果果8岁了，
还能再申请救助资金6年，想想未来，她
还是充满希望的。

去年，5181名残疾儿童获郑州残疾儿童康复项目救助

“孩子一声‘妈妈’，我眼泪当场掉了下来”

市民在莲花公园北园游玩

昔日“大土堆”今朝变游园
参与建设高新区莲花公园北园，他感到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