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载 25 人校车 塞了 55 个娃

晨报讯（记者 渠稳）“一辆核载 25 人

的校车，却载了 55 个孩子，孩子们乘坐严

重超载的校车，怎么会安全呢？ ”看到民警

正在对一辆严重超载的校车进行查处，一

位姓张的市民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 鹤山区许多偏远农村离

学校较远，一些学校就包车接送孩子往返。

为了加强对这些临时包车的安全管理，消

除涉及学生的交通安全隐患，10 月 28 日下

午， 鹤山区交管巡防大队民警在辖区姬家

山路段，对过往校车进行严格检查。

当日下午 4 时 50 分左右，民警正在对

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 发现一辆豫 F 牌号

的公交车挤满了放学回家的学生。 经民警

检查发现，这辆车核载 25 人，实载 55 人，

就连客车发动机盖及上下车门口都挤满了

学生。“经调查，该车是鹤山区某小学包租

的一辆临时校车， 在这辆校车上除了驾驶

员李某，还有 3 名护送学生的老师。 ”民警

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民警

将学生分两批安全护送到目的地， 并对校

车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及处罚。

“我们将校车超载的情况向鹤山区教

育局进行了通报并对该学校下达了整改通

知书。 ”鹤山区交管巡防大队一位负责人对

记者说。

记者从市交巡警支队了解到， 为了杜

绝超速行驶、客车超员、货车超载和疲劳驾

驶等违法行为，自 11 月 1 日至明年 3 月 31

日，我市将开展“三超一疲”专项行动。

（线索提供：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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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狱警

□

晨报记者 李可

在鹤壁市监狱中， 有这样几名普通的监狱警

察，他们是“80 后”。 每天清晨不到 6 点半，30 岁的

苗志永就会条件反射般地睁开眼， 开始一天的工

作。 这样的节奏，他已经重复了 4 年，1000 多个日

夜。“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责任。 ”他平

静地告诉记者，对于这样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

紧绷的神经从不敢放松过

“从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起， 紧绷的神经就

从不敢放松过。” “80 后” 监狱警察李翔伟告诉

记者。

按照工作要求， 他必须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

所有罪犯的信息，包括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家庭住

址、家庭成员、罪名、刑期起止、病史等了如指掌。

每天工作的 24 小时中，得保证每一分钟所有罪犯

都不得脱离视线， 每隔半个小时， 要清点一次人

数，确保一个也不能少。“每次点数时都特别紧张，

生怕会少一个人。 ”李翔伟笑着说，这种习惯造成

了他对数字特别敏感。

每次轮流值班一值就是两天一夜，没有周末、

没有节假日，年年如此。 李翔伟记得，工作的 4 年

中，有好几个春节他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对于我们来说， 吃饭睡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 而对于监狱警察来说， 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战斗”。“开饭时，几名干警轮班去吃饭，从监狱区

到干警食堂，仅路上就要近 10 分钟路程，而我们

吃饭从来都是站着，狼吞虎咽，来回不超过 15 分

钟。 ”监狱警察熊历渊告诉记者，吃饭的时候心里

一直绷着的弦儿从不允许他们细嚼慢咽。

到了晚上，罪犯都入睡了，他们的弦儿则绷得

更紧了。 苗志永说，每当这时，他的神经就特别敏

感，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噌”地一下就能从床上跳

下来， 因为这样， 他还养成了睡觉从不关门的习

惯。 甚至轮休在家时，他睡觉也从不能睡沉，用妻

子的话说，睡得“心神不宁”的。

寂寞时就自己跟自己说话

监狱干警的工作是单调和寂寞的。 每次走进

监狱区，第一件事就是要上交手机，用他们的话说

可谓是“与世隔绝”，也意味着没有任何娱乐方式，

也不能和外部的任何人联系。

苗志永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朋友也很多，但

选择了这份职业之后， 他与朋友之间就渐渐疏远

了。“有时候朋友打电话约出去吃饭，要么联系不

上我， 要么我没时间， 次数多了久了， 联系就少

了。 ”提起这些，他显得很无奈。

除了朋友之外， 苗志永觉得欠得最多的就是

家人。 上班时需要在单位值班，下班了，卸下身上

背了一天的足有十几斤重的警用装备， 腰酸背疼

的他只想躺下好好睡上一觉，一句话也不想多说。

“刚上班时，孩子才 3 个月大，平日里全靠妻子一

个人照顾，到现在孩子 4 岁了，我连一天假也没有

请过。 前天早上我上班离开家时，孩子忽然看着我

说，‘爸爸晚上又不回来了’，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

味。 ”

为了帮助罪犯解开心理问题，并更好地改造，

鹤壁市监狱建立了心理预约室、 心理咨询室和心

理测量室 ，实行“亲情帮教 ”，帮他们解决心理问

题。“80 后”监狱警察杨恒波就经常充当这个角色。

曾有一名罪犯，刚入狱时一直对判刑不服，整

日闷闷不乐还时不时地“找事儿”。 在经过多次“心

理咨询”之后，他终于解开了心结。 5 年后，刑满出

狱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在外地开起

了一家广告公司。

整日给罪犯做思想工作，疏导治疗，可面对工

作中的重压和单调无聊， 干警自身也难免会出现

一些难过的心理关坎儿。“寂寞时就自己跟自己说

说话。 ”杨恒波笑笑说。

17 年无事故是汗水的见证

2011 年 7 月 21 日，鹤壁市监狱胜利实现连续

17 年监管安全无事故。 8 月 4 日，时任市长丁巍作

出批示：“市监狱连续十七年安全无事故， 实为不

易，这其中体现了同志们的敬业、责任、辛苦，向同

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

“17 年安全无事故”，这看似简单的字眼后面，

凝聚的却是监狱干警们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在监狱院中， 狱警姚俊峰指着大片的蔬菜告

诉记者， 为保证食品安全， 犯人们吃的所有蔬

菜、 粮食和肉， 都是监狱里自己种、 自己养、 自

己加工的。 记者在总监控室里看到， 在摄像探头

的监控之下， 整个监狱的每个角落都尽收眼底，

罪犯的一举一动也都在 24 小时监控之中， 无一

处监控死角。

这一切， 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监狱

的上空，守护着一方的稳定和安宁。

久病床前有孝媳 十六载照顾婆婆无怨言

1995 年，自从嫁给丈夫的那天起，她就

承担起了照顾婆婆的重任。 十几年来，她不

辞辛苦、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地伺候着生病

的婆婆。

王清丽，今年 41 岁，家住新区福汇佳

苑，是鹤煤集团二矿的一名普通职工。10 月

25 日早上，记者在福汇佳苑门口见到她时，

她用略微沙哑的声音笑着告诉记者， 她刚

下夜班从老区赶回来， 神情里透露出一丝

疲惫。

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 6 小时

来到王清丽的家中， 王清丽的婆婆正

坐在客厅的轮椅上听戏， 老人双目几年前

就已经失明，听到媳妇的声音，老人高兴地

说：“清丽，回来啦！ ”“每次我下班回到家，

婆婆就特别高兴，像个小孩儿一样。 ”王清

丽告诉记者。

随后，王清丽顾不上刚下夜班的劳累，

开始洗涮婆婆早上换下的衣服和床单。 一

会儿，老人提出要小解，王清丽赶忙来到婆

婆身边把轮椅中间可移动的部分挪开，帮

婆婆脱下裤子，又拿来便壶放到轮椅下。 十

几分钟后，老人也没有小解。 半个小时过去

了，老人还是没有动静，这时，老人有些着

急了。 王清丽一边劝慰安抚婆婆，一边告诉

记者， 婆婆患有糖尿病， 症状之一就是尿

频，可是又经常尿不出来，有时甚至要等上

一个小时，还要有人在旁边看着，安慰老人

的情绪，经常其他的活也干不成。

“每天工作，还要照顾老人，哪来那么

多的精力，难道不困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

王清丽笑着说，“已经习惯了， 我每天睡觉

不超过 6 个小时，也没觉得怎么困。 我工作

是白班、下午班、夜班三班倒。 有时上白班

下午回到家，最害怕的就是晚上睡觉，婆婆

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半夜经常会像小孩

儿一样吵闹、喊叫，每当这时，我都会起来

把婆婆哄睡之后再接着回房睡， 每晚至少

都要起来两三次。 ”

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婆婆

1995 年，王清丽和丈夫结婚时，婆婆身

体就不太好，患有糖尿病。 后来病情不断恶

化，出现各种并发症，先后双目失明和腿部

肌肉萎缩，无法下地行走。2002 年老人又突

发脑梗塞，大脑也不太清醒了。 王清丽的丈

夫在一家单位当司机，平时工作忙，中午很

少能回来，晚上七八点钟才下班。 这样，照

顾婆婆的重任就落在了王清丽的身上。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王清丽就会起床，

做好一家人的早饭，然后就伺候婆婆起床。

由于婆婆大小便失禁， 王清丽早上会格外

地忙碌。 老人睡醒了，王清丽要先给婆婆擦

洗身子，穿好衣服，然后把弄脏的床单被罩

洗涮干净，最后再喂婆婆吃饭喝药。 十几年

照顾婆婆的经历， 使王清丽也成了半个医

生。 婆婆有糖尿病，以前经常会皮肤瘙痒，

脚趾溃疡等，王清丽为减轻婆婆的病痛，就

每晚给婆婆洗脚、按摩、擦拭药膏，长期坚

持下来，婆婆的脚再也没有烂过。 另外，婆

婆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 都是王清丽亲自

动手。

在王清丽的精心照顾下，记者看到，老

人并不像一般久卧病床的人那样消瘦，而

是白白胖胖， 身上干干净净， 没生一个褥

疮。

儿媳就是俺的亲闺女

当让老人说说自己的儿媳妇时， 老人

此时格外清醒， 一点也不糊涂，“俺儿媳对

俺可好哩， 简直就是俺的亲闺女！ 端饭喂

药、端屎倒尿地伺候我，从来不嫌脏、不嫌

累。 我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一个人把三个

孩子拉扯大。 好不容易儿女们都成了家，可

我又有了一堆病。 本来想着一辈子也就这

样了，谁知娶进门这么好一个媳妇儿，把我

照顾得这么贴心。 这不，媳妇儿知道我爱听

戏，还专门给我买了收音机，让我没事儿听

着解闷儿。 能有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们家

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

鹤壁正闹柴油荒？

将尽全力保供应！

晨报讯（记者 马珂）10 月 27 日，家住

老区的李先生来电反映， 老区很多加油站

加不上柴油，迫使他的货车被迫停车。“今

天跑了好几个加油站都没有柴油。 鹤壁是

不是闹柴油荒了？ 不知这种情况将持续多

久？要是一直加不上柴油，我这货咋发？ ”货

车司机李先生担心地说。 针对李先生反映

的问题，记者走访了我市新区、浚县数十家

加油站……

市区柴油供应较充足

郊区相对紧缺

记者在新区走访了几家加油站后发

现，离市区较近的加油站柴油供应较充足，

而离市区教远的加油站柴油则比较紧缺。

在价格方面像中石化这种国有加油站价格

均依照市场价格， 而一些民营加油站的油

价则高于市场价格。

位于淇滨大道与嵩山路交叉口、 淇滨

大道与泰山路交叉口的两处中石化加油站

的柴油均能正常供应， 且价格也都是市场

价：0 号柴油，7.11 元 / 升，-10 号柴油，7.53

元 / 升。 记者来到新区 107 国道淇滨商贸

城附近的小型中石化加油站， 柴油供应处

赫然贴着“停用”的标志。 新区汽车站附近

的一处民营加油站柴油供应充足，0 号柴油

价格为 7.5 元 / 升，高于市场价格。

“不是 7.11 元 / 升吗？ ”记者问。“7.11

元 / 升可以去那边加，就是没油。 ”该处民

营加油站工作人员指着前方的中石化加油

站告诉记者。“他那边为啥没油，您这儿咋

有呢？ ”记者追问。“国企加油站其实有油，

就是不想卖。 他进的油贵，还得卖 7 块 1 毛

1，他想卖吗？ ”该工作人员说。

在浚县一些中石化下属的加油站则是

有价无油， 而有些民营加油站虽然柴油供

给充足，但价格高于市场价。 在浚县宏基花

园路南的一处民营加油站 0 号柴油的价格

是 7.35 元 / 升， 高于市场价 7.11 元 / 升。

记者又来到位于浚县黎阳桥附近的中石化

加油站，工作人员告知：“没有柴油。 ”

货车司机普遍反映柴油难加

在加油站附近，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

货车司机。 他们普遍反映最近一段时间内

柴油难加！ 在新区淇滨商贸城门口处，经常

在外拉货的货车司机刘先生听了记者提起

柴油的问题来，一下子来了兴致。“特难加！

随便开个车， 你去 5 个加油站，3 个都加不

上！ ”刘先生无奈地表示。

新区汽车站附近的货车司机秦先生

说：“市区内的加油站柴油容易加， 市区外

的加油站柴油普遍难加。 中石化加油站有

时能加，有时加不上，有时客车让加，货车

不让加。 个人开的加油站能加上但价格较

贵。 最近柴油普遍难加，这种情况已经持续

两个星期了，不知还会持续多久。 ”

石油公司：保证供应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中石化鹤壁石油分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零售部一位工作人员

称，目前柴油全国性紧张。 原因是我国炼油

企业整顿， 一些小的炼油厂关闭等因素导

致。 随后，记者来到中石化鹤壁石油分公司

办公室。 当记者询问我市是否受到全国性

柴油危机影响时， 一位工作人员笑称：“你

现在问的都是商业机密。 ”另一位李姓工作

人员则告诉记者：“目前我市柴油确实比较

紧缺，我们会尽量保证供应。 ”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见习记者 韩文雪

校车内挤满了学生。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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