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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焦作晚报》

在焦作市解放区，有一位叫乔玉英的97岁老
太太，自13岁到现在，她一直在做虎头鞋，她手工
制作的虎头鞋图案明丽、憨态可掬。如今，乔大
娘想找年轻人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11月4日，记者来到乔玉英的家，一进门就
看到茶几上摆放着的虎头鞋，头发花白的乔大娘
正缝制着虎头鞋。“别看奶奶年纪大，可她眼不花
耳不聋，做起虎头鞋来一点都不含糊!”乔大娘的
孙女高红娜在一旁骄傲地说。

“这一双鞋做下来要经过19道工序。”乔大娘
说，做虎头鞋得先剪鞋样，然后做鞋里鞋面，再给
鞋拉边收口……最后，还得绣虎头，贴花，这19道
工序下来，最快也得两天时间。乔大娘说，从13
岁到现在，她送给邻居的虎头鞋已不下千双。

“虎头的造型、颜色有很多讲究，针法更是有
十几种，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喜欢这门手艺了。”乔
大娘发愁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看不上虎头
鞋，更别提其中的传统绣法、构图、配线等其它传
统技艺的传承了。“只要有年轻人愿意学，我肯定
全心全意义务教。”乔大娘说，她希望有更多年轻
人加入学习制作虎头鞋的队伍。

97岁焦作老太
想义务教做虎头鞋
她做虎头鞋已经84年了

□据《河南日报》

11月3日，记者从省卫生厅了解到，
在去年我省30家试点医院实施的基础上，
即日起在全省所有县级公立医院全面实
行62个病种、101种治疗方式新农合按病
种付费；同时自明年起，新增20个病种、23
种治疗方式按病种付费。

新农合数据显示，2010 年～2012
年，全省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为3026元、
3546元和4101元，年均增长15.7%。医
药费用过快上涨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就医
需求的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是医疗费

用按项目付费造成的过度医疗。为杜绝
按项目付费造成的过度医疗，根据国务
院医改精神，我省自去年5月1日起，在
30家试点医院开展了新农合住院患者
按病种付费工作，治疗病种包括阑尾炎、
小儿腹股沟斜疝、正常分娩、胎位异常分
娩、子宫肌瘤等62种常见病，治疗方式
101个，执行省发改委的统一定价，一年
来直接为新农合患者节省医药费用4700
多万元。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的意见，并推广我省试点经验，省卫生厅决
定加快推进我省县级公立医院新农合按病

种付费工作，并决定对新增的20个病种、
23种治疗方式，通过新农合与医疗机构谈
判的方式来进行定价。定价谈判在2012
年底前完成，新增20个病种的按病种付费
明年1月1日起实行。

“按病种付费的实质就是在保证医
疗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新农合经办机
构对医疗机构实施按病种费用‘包干使
用’，超支不补，结余归医院。”省卫生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付费方法将约束
医院合理用药，减少不必要的检查，缩短
住院日，加快床位周转，力求杜绝新农合
不合理的开支。

□据《河南商报》

人掉入机井，往往因井口狭窄而影响
救援，等人救出来已经不行了。这个场
景触动了张守超，他发明了一种“细口深
井打捞器”，能够代替人下井。这套设备
很简单，由两部分组成——固定器和救生
舱。他希望能帮助需要的人。

【契机】
偶然机会，他萌发了念头

41岁的张守超是一名钢厂的机械
维修员，现居郑州。他说，自己平时喜
欢做一些东西，“有些东西用在生活中
很省劲儿”。

今年8月18日，张守超在电视上看到
一件事儿：一个小孩掉进维修中的空调井
里，狭小的井口给救援增加了很大的难
度，“当时还面向全国征集救援方案，但最
后小孩也没成功救出，看着心里可难
受”。没过多久，他又看到了相同的事，又
有孩子掉井里了。

“能不能做一个东西，可把人成功救
出来？”有想法后，张守超便将手头的工作
放下，试图做出这种东西。终于，功夫不
负有心人，两个多月后，一个被他称为“细
口深井打捞器”的东西成型了。

【展示】
巧妙设计，“能将人安全救出”

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到底该怎
么用呢？

11月3日下午，在郑州市经开区的一处
空地上，张守超演示了他发明的打捞器。打
捞器由固定器和救生舱两个主要部件构
成。固定器是一个有关节的框形东西，一根
长约30米的钢丝将框与一个螺纹松紧器连
接在一起，人在一端，转动螺纹松紧器，钢丝
收紧或放松，框子可以张开或闭合。

张守超说：“框子下到井中后，可以卡

住人的头部，让人不再往下沉，防止溺
水。”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框内安装送
氧设备和摄像头，方便地面施救人员观察
被救者的状态。

救生舱则是一个长约1.7米的钢桶，
有大中小3个，营救时可根据井口的粗
细，使用不同的救生舱。在救生舱的顶
部，有一根气管伸出；救生舱底部则是一
个汽车内胎，被一张硬纸卡住，与救生舱
内部契合。

张守超介绍，等救生舱的底部摄像头
观察到人完全进入后，顶部的气管就开始
充气，硬纸板在遇水后会变软，鼓起的汽
车内胎可以直接把舱底封死，固定着人的
脚部，这时，就可以把人救出来了。

【市民】
发明很好，希望早日得到应用

张守超演示时，不少途经此地的市民

都好奇地围了上来，询问打捞器的情况。
“这是干啥用的啊？”一名散步的大妈

问。“这是我发明的‘细口深井打捞器’，专
门救掉在机井里的小孩儿的。”张守超自
豪地说。

“好！前几天报纸还报道过，黄河边
上一个小妮儿掉到机井里了，救了好久都
没救出来。”大妈说着，走上前来看张守超
的演示。

“如果可行，应该早点应用，救更多的
人。”在看了张守超的演示后，市民陈先生说。

其实，早在2009年，河南鹤壁一消防
员就发明了井下“打捞器”，但此后并没有
大面积推广。此次，张守超的发明，在一
名消防业内人士看来，仍然不成熟。

“一种救援器材的投入使用，之前需
要作大量的检验、论证，再实际检验，最终
才能大批量生产。他的发明只能算是一
个雏形吧，暂时还无法投入使用。”上述消
防业内人士说。

□据 中原网

11月3日10时50分许，郑州市纬四路15号
院里，两辆黑色轿车相距不远，车头相向停在路
边。两辆车旁，六七个人扭打在一起。

5分钟后，巡防队员赶到现场，将扭打在一起
的几个人强行拉开，制止了事态继续发展。

经查，事件中共有4人受伤。辖区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让医护人员为伤者处理伤口。大家
这才发现，参与打架的小王左耳处血肉模糊，耳
朵的下半截“不见”了，医护人员赶紧对他的伤口
进行了包扎处理。

“我的耳朵是被他咬掉的。”小王指着参与打
架的另外一名年轻人说。随后，医护人员在泥水
中找到了被咬掉的半个耳朵。

“他说我车停的不是地方，就开始骂我。我
还了一句，他便带着车上的另外三个人过来打
我。”在医院里，小王告诉记者，打他的男子小张
也是这个小区的住户。小张则称，是小王先开口
骂人，他才动手的。

负责救治伤者的医护人员说：“这半片耳朵
在泥水里待的时间有点长，还被人踩了几脚，想
补回去不太容易。”

两辆车所停的这条路，是院里住户进出的必
经之路。原本就不宽的道路两旁，堆着不少木
棍、塑料管、废弃水泥线杆和其他杂物，两辆汽车
无法并排通过。

小区住户刘先生说：“如果其中一个人愿意
退一步，把车往回倒5米，另一辆车很容易就能过
去，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

□据《河南日报》

11月2日，记者从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获悉，国家发改委将中原经济区范围基本
确定后，我省加紧编制《中原经济区地图》，
目前，全开挂图《中原经济区地图》已经编
制完成。

中原经济区区域总面积达到28.9万

平方公里，包含我省全部以及毗邻的
安徽、山东、河北、山西四省的 13 个
市、县、区。《中原经济区地图》比例尺
为 1∶105万，地图上详细标示了经济区
内所有市和县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
道路交通、河流分布等综合情况，全
面、直观地反映了中原经济区的地理
概貌,还配有中原经济区简介、区位示

意图、各市（县）社会经济指标数据图
表等内容。

据介绍，《中原经济区地图》的编制
完成，为领导决策、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
建设、扩大我省对外开放提供了基础地
理信息依据，也为国内外人士了解、认识
中原经济区，宣传推介中原经济区提供
了重要工具。

明年，新农合患者在县级公立医院住院

82个病种实行“一口价”

救人的“细口深井打捞器”，您看咋样？
这是郑州一市民发明的
有消防业内人士说，该器材还不成熟，暂时无法使用

我省编制完成《中原经济区地图》

张守超现场演示他的发明的用法。
郑州有几个人打起来了

半个耳朵被咬掉
只因停车挡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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