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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综合

□据 新华社郑州6月2日电（记者
梁鹏）

电动自行车在给人们出行带来诸
多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令人头
痛的城市交通管理难题。据河南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介绍，目前河南正在制
定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酝酿实施上
牌管理。

在今年河南省两会上，多名人大
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将电动自动车管
理纳入法治轨道，实施上牌管理，落实
安全责任和严格管理。

这一议案得到了不少市民尤其是
管理者的认同。在城市街头，电动自
行车的交通乱象随处可见，占用机动
车道、随意变道、逆行、超速等现象比
比皆是，极易造成交通事故。记者了
解到，随着城市交通拥堵加剧，在上下
班高峰，电动自行车载客现象越来越
突出，又衍生出了新的管理难题。

据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统计，
全省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至少1000万
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起数和涉及
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每年呈上
升趋势，各地电动自行车已成为交通
治理的难点问题。

大量电动自行车违法违规行为，
让一线执勤交警执法力不从心。据介
绍，目前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三个难
题：源头管理难，许多电动自行车厂商
钻法律的空子，生产大量超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造成了电动自行车行驶时
的安全隐患；中间环节查处难，对于事
故责任的认定，一般由机动车承担较
多的事故责任；让电动自行车遵守交
通法规难，电动自行车常争道抢行、超
速行驶、随意转弯变道等，易造成交通
事故。

不过，一些电动自行车车主也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郑州街头，一名
姓付的车主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确
实存在逆行、闯红灯、超速等问题，但
城市管理和执法者也应看到，电动自
行车给出行带来的便利是其他交通工
具不能替代的，而很多道路上自行车
道过窄或者干脆就没有自行车道。为
什么机动车可以随意挤占自行车道，
而电动自行车上机动车道就要挨
罚？这不应该只是安全问题。

据介绍，目前河南省正在起草《河
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对电动自
行车的生产管理、市场准入、登记管
理、路面管理等进行规范，并拟对电动
自行车实施上牌管理。由于电动自行
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涉及管理部门
较多，该办法仍在讨论和修改中。

□据 新华社郑州6月2日电（记者 付
昊苏）

看到多年未见面的孩子们，63岁
的丁巧荣老泪纵横，她紧紧搂住孩子
们，攥住他们的手，第一句话就问：“现
在过得好吗？”而依偎在她怀里的孩
子，早已泣不成声。

面前的这些孩子，与丁巧荣没有
丝毫血缘关系，都是她义务收养的。
10年来，孩子的数量不断增加，累计达
80个。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贫困家庭，
或者因父母入狱而无人抚养。如今，
其中56个已经长大成人，剩余24个仍
在丁巧荣身边，最小的只有2岁。

因此，丁巧荣被称为“爱心奶奶”，
这个大家庭被称作“阳光村”。

退休后才开始收养服刑人员
的孩子

2004年，家住河南省新乡市凤泉
区的丁巧荣退休了。河南省第五监狱
（女子监狱）的监狱长对丁巧荣说：“照
顾一些特殊孩子，干不干？”丁巧荣满
口答应，由此开始了这份特殊的“事
业”——收养服刑人员的孩子。

“看着那些孩子，我就心疼得不
行，父母犯了错，孩子没有错。”2004
年11月2日，第一批孩子被送到了丁
巧荣家里。“每个孩子头上、身上都有

虱子，那个脏啊！但兴许是母性的缘
故，我没觉得脏，就觉得有责任帮他们
正常生活。”丁巧荣说。

“小的一两岁，大的十来岁，每天
晚上我身旁女生睡在左，男生睡在
右。我们相依为命，不觉得几年过去
了，他们都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
分。”丁巧荣说，10年间，一批又一批年
龄较小的孩子先后被送来，长大的孩
子因读书、工作而陆续离开。

10年爱心坚守让80个孩子
茁壮成长

10年的爱心坚守，10年的无私呵

护，“阳光村”见证了80个孩子的茁壮成
长，也记录了丁巧荣一天一天的衰老。

来自洛阳的张一飞和张晶晶兄妹
俩，从2004年就来到了丁巧荣身边。
即将从技校毕业的张一飞说，他打算扎
根新乡。“现在有能力挣钱了，我想在新
乡找个工作，还住在这里，一来照顾奶
奶，同时也为大家庭做点儿贡献。”张一
飞说，“奶奶照顾我们这么多年，太不容
易了，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多年来，许多街坊邻居和爱心人士
被丁巧荣感动，主动伸出援手。丁巧荣
说：“是大家的帮助让我们这个家庭得
以延续，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温暖。孩子
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很高兴。”

□据 新华网

孩子咳嗽高烧不止，把河南省汝
州市纸坊镇的老王急得不行。老王专
程带孩子搭乘公交车来到近20公里外
的平顶山市郏县，找到远近闻名的“白
大褂爷爷”看病，结果坐车花费了10
多元，给孩子买药只花了3元钱……

平顶山市郏县周边小孩子又敬又
爱的这位“白大褂爷爷”就是郏县妇幼
保健院的儿科主任谢守祯。从医46年
来，他无漏诊、误诊，无一起医疗事故，
因此走到哪里，患儿父母就跟到哪里，
他成为守护一方儿童健康的白衣天使。

“谢大夫开的药虽然便宜，但
能治病”

在郏县妇幼保健院三楼谢守祯20
多平方米的专家诊断室里挤满了家长
和患儿。在幼儿哭闹声中，69岁的“白
大褂爷爷”耳不离听诊器、手不离压舌
板，有条不紊地给患儿诊病。

找“白大褂爷爷”看病的患儿大多
来自农村。为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
谢守祯总结了三个原则：能通过症状
准确判断病情，绝不用仪器做检查；能
在门诊治疗的，绝不让患儿住院；常规
药能解决问题的，绝不用贵重药品。

“谢大夫开的药虽然便宜，但就是
能治病。”宝丰县赵庄乡大韩村的解存

大娘说，与许多当地家庭一样，她家祖
孙三代都找谢大夫看病。

更多时候，他拿自己的钱给
乡亲解难

“医疗是一门经验科学，我看了46
年小孩病，经验积累多了发现小孩病也
很简单，大多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只
要找出个体细微差别，对症下药，就能
很快治愈。患儿大多是农村来的，家庭
不富裕，能为乡亲们节省一分是一分，
能帮一把是一把。”谢守祯说。

郏县卫生局局长、妇幼保健院原
院长周慧敏说：“与老谢同事8年，他从
未因为私事找过我，找我说得最多的
是——‘院长，你看这个病人家实在困
难，能不能给减免些医药费？’”

更多时候，谢守祯则是拿自己的
钱给乡亲解难，借出去钱，既不问姓
名，也不问住址。

以工作为乐，他10年累计休
息不超30天

为了能让更多的患儿接受诊断，
谢大夫每天早上７点半之前就到办公
室开始坐诊，不论时间早晚，他都始终
坚持看完最后一个患儿才下班。由于
坐诊期间几乎没时间喝水，他养成了
坐诊不喝水、不上厕所的习惯。

“白大褂爷爷”每天的坐诊量少则
150多人，多则280多人。有人给他算
过，在妇幼保健院工作10年间，他累
计休息不超过30天。

“不觉得累，也没有考虑啥高尚不
高尚的，我就是乐在其中。”谢守祯说，

“世界上哪个爷爷不爱护自己的小孙
孙，一声稚嫩的‘谢谢爷爷’总能给我
带来快乐和干劲儿。”

收到锦旗无数，但他的诊室
和家里一面也没挂

谢守祯曾做过11年赤脚医生，后
经刻苦自学，考取了河南省卫生厅中
医师。2004年，谢守祯从薛店卫生院
院长位置上退休，选择了当时条件艰
苦的郏县妇幼保健院。在他担任该院
儿科主任10年间，郏县妇幼保健院由
原来的一个诊室发展到 5 个诊室，
2013年的门诊量为24万人次，在周边
县市声名鹊起。

有人问：“老谢呀，你一个退休的名
医为啥不自己开家诊所挣大钱？还要
被人管束去坐门诊？”谢守祯笑笑说：“要
那么多钱干啥用？钱多了也用不着。”

46年来，乡亲们给“白大褂爷爷”
送了数不清的锦旗，但谢守祯的诊室
和家里一面也没挂。他不好意思地
说：“只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哪配得上
大张旗鼓送锦旗呢！”

新乡有个“爱心奶奶”名叫丁巧荣
退休10年来，义务收养了80个孩子

“爱心奶奶”丁巧荣（穿红衣者）和孩子们 （网络图片）

据统计，全省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至少1000万辆，电动自行车交通
违法起数和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
通事故数量每年呈上升趋势——

河南酝酿
对电动自行车
实施上牌管理

46年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无漏诊、误诊
平顶山有个“白大褂爷爷”名叫谢守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