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高
峰）11 月 17 日上午， 市民张老
先生的家人来到卧龙区城管执
法大队，送来一面写有“热心救
助老人 一片真情为民” 的锦
旗， 并将两束鲜花献给城管队
员王梦、徐志强，以此感谢他们
见义勇为的善举。

11 月 16 日上午 10 时许，
卧龙区城管执法大队王梦、徐志
强驾车行至文化路与红庙路交

叉口，忽然发现一位老人从公交
站台上歪倒。

王梦、徐志强立即下车，来
到老人身边。 他们扶起老人，搀
着老人坐到路边。 这时老人开
始呕吐， 徐志强赶忙拨打 120
求助。

急救车到达现场后， 老人
开始逐渐恢复意识。 医生对老
人做了初步诊断， 属短时间晕
厥。 在征求老人意见后，老人表

示要回家调理。
急救车走后，王梦、徐志强

帮老人清理干净衣服上的污
渍，并将老人扶上执法车。 经询
问，老人姓张，今年 92 岁，家住
港岛路某小区，于是王梦、徐志
强把老人送到家中。

事后，张老先生的儿女通过
多方打听，获悉了帮其父亲回家
的城管队员的姓名和单位，这才
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③2

九旬老人昏倒街头，城管队员伸出援手

这束鲜花 献给可爱的“城管蓝”

本报记者上门走访 72 岁老读者童武祥———

“我和孙子一起读晨报”
□本报记者 赵江波 文 / 图

本报讯（记者 吕东 通讯员 马哲理）11
月 17 日，南召县住建局以创建文明城市为目
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

南召县住建局对辖区建筑工地进行全面
检查，严厉整治无牌无证、违法载人、非法改
装拼装、超载滥载等违法行为。 对排查出的交
通安全隐患，要求其限期整改到位，并督促相
关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积极主动
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 从源头上杜绝交通
事故的发生。

同时，南召县住建局利用广播、宣传车、
发放宣传单、设立警示标语、悬挂条幅等方式
开展常态化宣传，通过宣讲案例、播放警示视
频等方式，不断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提升
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进一步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③2

南召县住建局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

全面排查消除隐患

11 月 15 日上午，
今年 72 岁的童武祥像
往常一样，沏一杯清茶，
端坐在阳台上， 捧起新
一期的《南都晨报》，如
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自
2019 年 9 月加入《南都
晨报》读者俱乐部以来，
这份散发着悠悠墨香的
报纸就成了他退休生活
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在童武祥眼中，《南都晨
报》 的新闻散发着浓厚
的人文关怀， 能给老百
姓提供最直接、 最有效
的咨询信息。

一次暖心邂逅 与晨报结下缘分
2019 年 9 月， 正在白河边

散步的童武祥看到淯阳桥头有
数位身着红马甲的人在向来往
的行人散发报纸，出于好奇，童
武祥上前询问具体情况。“走到
他们跟前，我还没张口说话，一
位姑娘就递给我一张报纸，还
动员我去旁边的义诊台参加免
费体检。 ”武童祥对记者说，“那
位姑娘说他们是《南都晨报》读

者俱乐部的， 在街头做公益体
检，为市民免费检查身体。 ”

在体检结束后， 医生告诉
童武祥要清淡饮食，多注意锻
炼， 让血压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没想到报社的同志能走上
街头， 给我们做免费体检，我
很受感动。 ”武童祥说，“随后，
每当《南都晨报》读者俱乐部
组织活动，我都积极参加。 在

这期间，我交到很多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 也开阔了眼界，增
长了见识。 ”

记者了解到，跟随《南都晨
报》读者俱乐部，童武祥先后去
了山东聊城、湖北武汉、陕西延
安等地，在《南都晨报》读者俱
乐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 童武
祥领略了祖国的壮美河山，身
心都得到了提升。

共享阅读时光 祖孙一起读晨报
从 2019 年以来， 每天阅读

《南都晨报》成了童武祥必须要做
的事情，从《都市新闻》到《民生试
点》，再到《梅溪副刊》，他都一字
不落地通读到底，不错过任何一
篇报道和文章。“这几年，通过《南
都晨报》，我知道很多权威的政策
和信息，了解了新锐的社会动态，
也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 ”童武
祥对记者说，“今后，我每年都要
订《南都晨报》，这是一份有情怀、
有格局的报纸，我很喜欢。 ”

记者了解到， 在童武祥的

带动下， 他的孙子也成了一名
南都晨报小记者。 2020 年初，得
知《南都晨报》 在招募小记者
后，童武祥要求孙子参加《南都
晨报》小记者团，跟随《南都晨
报》 小记者团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和校外研学活动。

在平时， 童武祥总是和小
孙子同看一份报纸， 共同在浸
润着墨香的报纸里收获成长和
快乐。“他喜欢看《南都晨报》上
刊登的作文，我喜欢看新闻，一
份报纸我们往往分开来看。 ”童

武祥说，“《南都晨报》上刊登的
作文都是优秀的范文， 通过这
两年的连续阅读， 孩子的作文
水平提高了很多。 ”

“退休在家，时常感到孤独
寂寞，但是《南都晨报》给了我
精神上的慰藉， 让我在迷茫的
退休生活中找到了方向和动
力，很感谢《南都晨报》”，童武
祥对记者说，“希望有更多的老
年人能加入《南都晨报》读者俱
乐部， 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价值
和快乐。 ”③2

童武祥在阅读《南都晨报》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近日，家住中心城
区建设路宇信凯旋城小区的陈女士，听从一家
养生馆的养生建议， 一日三餐只吃红薯和黄
瓜，最终身体亮起了红灯，不得不住院治疗。

“她们告诉我母亲，只要按照她们给的食
谱就餐，不仅能减肥，而且还可以让身体更健
康，还可以变得更漂亮，没想到母亲才坚持了
半个多月，就进了医院。”11 月 1 日，小曹向记
者反映，10 月 13 日，母亲在其朋友的劝说下，
到离家不远的养生馆听课，听课回来，根据养
生馆的建议，一日三餐只吃红薯和黄瓜，说是
可以排毒养生，可眼下，母亲却因营养跟不上
住进了医院。

小曹说：“平日里， 我并不跟母亲同住，上
周五我回家时， 发现母亲买了很多红薯和黄
瓜。 当时，我虽然觉得奇怪，但并没有在意，因
为黄瓜和红薯都是母亲平日里比较爱吃的食
物。直到昨天，父亲打电话说，母亲因身体不适
住进了医院，我才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到医
院一问才知道，母亲在家出现了头晕、乏力、恶
心等症状，经医生初步诊断，导致母亲出现上
述症状的原因是血糖过低，至于母亲为什么会
突然出现血糖过低的症状，医生推测可能是母
亲这一段时间以来处于饥饿状态所致。 好好
的，怎么会处于饥饿状态呢？随后，我从父亲那
里打听得知，从 10 月中旬开始，母亲便开始实
施‘饥饿’疗法，早上只吃 2 根黄瓜，中午吃 1
大块红薯，晚上吃 1 根黄瓜，其间喝些淡盐水，
有时候会喝杯牛奶。 父亲总劝母亲多吃点，可
母亲却总说父亲在阻止她养生。 ”

“医生告诉我， 因为缺乏五谷主食以及蛋白
质、脂肪的摄入，使得身体得不到外界的能量，必
须通过体内贮备的能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身体
一旦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很容易发生危险。”陈女
士说，现在她的身体已经渐渐恢复了。 ③2

只吃红薯黄瓜，身体
发出“抗议”

“养生食谱”未必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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