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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连漪 实习生 赵利鹏

近日，关于公交爆炸案的
新闻屡见报端，这让不少以公
交车为主要出行工具的市民
感到有些不安。昨日，洛阳晚
报记者从市公交集团获悉，为
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我市已在
20余个较大的公交站点设置
公交安全员岗位，为乘客的出
行安全加上了一道“防火墙”。

安全员上岗，司机配
发安全棒

市公交集团行政保卫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63名公交安
全员，将在各站点上下班高峰
期对公交车和公交站点调度
室的消防器材、防爆工具、安
全锤及防爆设施进行检查，同
时对乘客进行安全知识讲解。

昨日下午5时，洛阳晚报
记者跟随公交二公司营运部
经理李红卫来到了洛阳站公
交上客站，该站是流动人员较
多的一个站，有7名公交安全

员。一名公交安全员正在为
乘客们介绍车上的安全锤、防
火锤、应急开关等设施。

洛阳晚报记者注意到，除
了消防设施，司机的位置上还
放了一根长约50厘米的金属
棍，安全巡查员李勇强介绍，
这是为司机配备的安全棒，各
公交车和调度亭均有配备。

“有暴力事件发生时，司机能
有办法阻止。”市公交集团行
政保卫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市的63名公交安全员
来自各公交分公司的安全、线
管、管理等部门，在经过反恐
反暴培训后上岗。他们在岗
时会配戴“公交安全员”袖章，
希望乘客在遇到安全员检查
时，能够配合他们完成工作，
乘车时遇到他人携带可疑物
品上车可制止或报告车长。

《全民防恐手册》出
炉，先来学习小知识

此外，每名公交司机还配
发了《全民防恐手册》，我市的

防恐宣传手册和视频正在制
作，未来将在公交车上呈献给
市民。

洛阳晚报记者在《全民
防恐手册》中截取了一部分，
一起先来学习一下防恐小知
识吧。

1.当发动机着火后，应迅
速开启车门，从车门下车，用
随车灭火器灭火。

2.如果着火部位在中间，
从两头车门有序地下车。在
扑火时，重点保护驾驶室和油
箱部位。

3.如果火焰小但封住了车
门，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
冲下。

4.如果车门因线路烧坏开
启不了，应砸开就近车窗翻身
下车。

5.如果衣服着火，可迅速
脱下衣服，用脚将火踩灭，也
可请他人协助用厚重的衣服
压灭火苗，如果他人衣服着火
时，可脱下自己的衣服或用其
他布物，将火捂灭。 □记者 丁立 社区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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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老城区豫通北
街57岁的申淑敏女士实现了
一个愿望：她找到了远在山东
的亲生母亲和兄弟姐妹。

辛苦：8年寻亲，她
跑过很多城市

2006年，申淑敏就参加
了中国寻亲网的寻亲活动，那
年她49岁。“我就想知道我的
家在哪里，我到底是哪里人。”
申淑敏说。

申淑敏说，从记事起，就
有人告诉她，她是被父母从上
海一家孤儿院抱来的。开始，
她并没把这当回事。随着年
龄的逐渐增大，她对自己产生
了一些疑问：自己怎么和父母
长得不像？自己左耳下方有
一个豁口，可每当问起父母，
父母都回答得含糊其词……

给父母送终之后，申淑敏
开始为自己的疑问寻找答
案。她踏上了漫长的寻亲之
路，去过很多城市，宜兴、上
海、扬州、温州……参加当地
的寻亲活动，让人把她的资料
等发到了寻亲网站上。

8年过去了，申淑敏找得
很累、很痛苦，却一直没有得
到确切消息。

转机：一个电话，让
她的辛苦没有白费

就在申淑敏准备放弃的
时候，今年7月初，一个电话
打来，对方是位女士，称在网
上看到了申淑敏的寻亲资料。

“你的左耳下方是不是有
个豁口？”对方问。得到申淑
敏的肯定回答后，对方激动地
说：“我找的就是你，你就是我
的姑姑张桂芳。”

这位女士称，申淑敏的家
在山东省单县郭村镇刘楼村，
希望申淑敏回村探亲。对此，
申淑敏没有心理准备，一时也
难以相信此事，毕竟，之前她
遭遇过多次失败。申淑敏决
定给自己留出思考和判断的
时间，她说：“还是你们来这里
接我吧！”

数日后，一个自称是张桂
芳侄子的男子来了。“姑姑，家
人一直盼望找到你。”“侄子”
告诉她，家中老人经常念叨，
由于早年家中贫困，不得不把
这个女儿送走。当时，家人把
申淑敏送到了一个叫商丘孤
儿院的地方，不久后再去看望
时，她已被人领走。

最终，申淑敏决定随“侄
子”去山东。

认亲：为迎接她，全
村人出动

20日晚8点多，申淑敏抵达
刘楼村，全村人出动来迎接她。

“我见到了姐姐、妹妹和
母亲，我们姐妹确实长得很
像，她们说，我被送走前叫张
桂芳。家人们见到我都眼泪
汪汪，特别是妹妹，抱着我就
哭了。”申淑敏说。

申淑敏说，90多岁的生
母已经有点痴呆，申淑敏的妹
妹和二姐在母亲耳边说：“三
妮回来了。”听到这个，母亲非
常激动，揪着自己的左耳朵念
叨：“耳朵，耳朵。”见此，申淑
敏动情地抱住了母亲。

23 日，申淑敏回到洛
阳。这次山东之行很匆忙，申
淑敏和家人相约：8月中旬，
家人专程来洛阳，接她回刘楼
村。她说：“养父养母去世后，
我一直有种没有根的感觉，现
在，我也找到家了！”

昨日，在位于西工区
的一家超市里，“模特”穿
上 了 凉 席 做 成 的“ 清 凉
装”，吸引了不少市民的
目光。

记者 李卫超 摄

我市在20余个较大的公交站点设置公交安全员岗位

63名公交安全员，担当出行“防火墙”
55年前她叫张桂芳，现在她叫申淑敏
名字变化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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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刘新合

“我实在没想到有这么多
人愿意来学习做面塑。”昨
日，当听到有70多名读者打
电话表示愿意跟梁师傅学习
面塑手艺的消息时，正在家
里教人做面塑的梁建成吃了
一惊。

16日，本报关注了家住
老城区的面塑艺人梁建成，长
期义务教人做面塑，想找个
传承人的故事。（详见当日

A09版）不少读者看到报道
后，纷纷给本报打来电话，一
个星期来，已有70多名读者
来电，希望能跟着梁师傅学
习面塑手艺。

家住西工区的李女士今
年40多岁，她说自己是西工
区一所小学的教师，在学校组
织有学生社团，她想跟梁师傅
学习面塑手艺后教给学生们；
家住伊川县的付先生说，今年
78岁的他，十几年前就想学
习面塑手艺，现在终于有机会

了；还有不少学生家长打来电
话，希望能带着孩子一睹民间
传统艺术的魅力……

目前，洛阳晚报记者已经
将报名情况表交给了梁建成，
让他从中找到中意的传承
人。另外，为了让更多人能和
面塑手艺这一民间传统艺术

“亲密接触”，本报将和道北路
办事处联合，从之前报名的读
者中选出20名，在本周六举
办一次面塑培训课程，由梁师
傅来教大家做面塑。

报名火爆，多人想跟梁师傅学做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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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席模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