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现场直击中心城区光武大道东段北侧非机动车道占道经营乱象———

道路拥堵难行 绿化带里垃圾成堆
□本报记者 魏巍 文 / 图

日前，多位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反映，光武大道东段（申
伯大道至理想路段）北侧的非机
动车道， 占道经营现象严重，不
仅阻塞交通， 而且污染环境，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予以治理。

7 月 31 日中午， 记者针对
市民反映的问题，到该路段实地
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货车、三
轮车、大大小小的菜摊和水果摊
在非机动车道两侧杂乱交错、一
路绵延，过往行人与车辆艰难通
行、怨声四起；人行道、绿化带里
丢弃着果皮、菜梗、塑料袋、泡沫
板，苍蝇嗡嗡飞舞。

市民赵女士驾车行至该路
段， 车前是杂乱无章的地摊和
随意停车、 一边选购一边讨价
还价的顾客，车后是喇叭鸣响、
火急火燎催促前行的机动车和
电动车，这场面，搞得赵女士满
头汗、满心火，一边踩着刹车小
心翼翼慢慢前行，一边咬着牙、
瞪着眼使劲按喇叭。 好不容易
走过这几十米， 赵女士又生气

又无奈地向记者抱怨：“这些地
摊都快把路给占完了， 一到高
峰期，根本没法走。 前两天，我
一个朋友开车从这里走， 就碰
到剐蹭了。 ”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 从独
山大道至南都路， 长达一公里
左右的光武大道东段北侧非机
动车道存在着严重的占道经营
现象，而这一路段，是附近居民
每天出行的必经之路。“一出门
就堵车， 有时候我只好放弃开
车。 ”一些市民对记者说。

除占道经营外， 摊贩们还
现场处理破烂、腐败的果蔬，连
同塑料袋、纸箱、泡沫板等包装
一起， 随手丢弃在道路两旁的
绿化带里。 眼下正值三伏天，而
且近来频繁降雨，气温高、湿度
大， 这些垃圾使得绿化带里蚊
蝇孳生、臭气熏天。

这一路段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商贩聚集摆摊？ 从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
乡赶到这里摆摊卖菜的余

老太太告诉记者：“修申伯大道
以前，这里有个柴庄农贸市场，
我们在这里卖菜很多年， 老顾
客很多，已经习惯了，去别处也
不熟悉。 ”正是中午，余老太太
说完， 拿出两个馒头和一个水
壶，就着一包咸菜吃了起来。 记
者了解到， 这里的大部分商贩
直到晚饭前才会收摊回家。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 为了
规范商贩经营， 城管工作人员
每天都来这里巡查， 现场宣传
相关政策， 劝导商贩们不要占
道经营， 但城管工作人员一离
开，商贩们就又回到了马路上。

“这些商贩们很辛苦，挣钱
养家不容易。 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给他们安排一个固定的市
场，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
里的占占道经营问题。 ”在附近
小区居住的姚先生说。 ③1

马伟，新野县沙堰镇南村一组村民，南阳
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新野分公司承包车驾
驶员，先后获得河南省抗疫先进个人、南阳市
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荣登 2023
上半年“河南好人榜”。

每当行驶在班车线路上遇到有需要帮助
的人， 热情善良的马伟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
手。 2021 年 1 月 12 日晚上，马伟路过溧河铺
镇崔庄时看到发生火灾，立刻拿出车上的灭火
器冲进浓烟滚滚的火场，及时灭火，然后开着
车悄悄地离开；2021 年 1 月 27 日， 在新野县
溧河铺镇黑刘营村处，马伟从沟底救上两位被
压在三轮车下面动弹不得的老人；2021 年 7
月 6日， 马伟开车将马路边一位突发疾病，生
命垂危的老人送往附近医院及时抢救，获得了
新生；2022 年 7 月 31 日，新野县溧河屯头处，
马伟看到一起交通事故伤者鲜血喷射，家属哭
喊呼救，他赶紧用包扎带包扎，但仍不能止住
血， 只好用手压住伤者脖子的动脉血管直到
120 车赶来，压得手发麻，终于保住了伤者的
性命；2023 年 1 月 3 日中午 12 点多， 马伟开
车行至新野县施庵镇下官桥时，发现一位老人
骑电动三轮车翻入路边沟内，胳膊骨折，坐在
地上哭喊，他立即停车将老人送往医院……

从 2018 年至今，他凭借自己熟练的救援
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累计救援交通事故
中受伤人员 160 余次，将近 50 人的生命从死
亡边缘挽回，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被群
众称为“救人哥”。每当遇到大灾大难，马伟总
是第一个挺身而出。2020 年武汉疫情，他含泪
给家中写下遗书， 奔赴武汉抗疫 26 天；2021
年河南 7·20 水灾， 他在新乡连续奋战近 20
天，铁钉扎进脚底仍然坚持救援。 ③1

南阳好人马伟

见义勇为“救人哥”
□本报记者 陈书洁

本报讯（记者 王雪 全媒体
记者 王丙双）7月 31 日，我市发
布《关于公布 2024 年南阳市社
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
于持续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工作精神，切实减轻中小
学教师负担，我市制定了社会事
务进校园准入标准，建立了申请
审批制度， 并确定了 2024 年南
阳市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

思想道德建设主题教育活
动进校园：开展思想教育实践活
动。 组织道德模范、时代楷模等
先进典型进校园宣讲。推进国防
教育进校园工作。

科普专题教育进校园：邀请
相关领域的科学家走进中小学，
通过线下线上等方式，开展科普

讲座、科学实验、科技创作、创客
活动等。组织学生前往科学教育
场所，进行场景式、体验式科学
实践活动。

体育艺术进校园：开展体育
艺术相关活动。

传统文化进校园：开展传统
文化相关活动。 比如涉及历史、
自然、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讲座，环球自然日研学活
动，校园阅读推广活动和线上读
书会等。

劳模工匠进校园：各级各类
劳模工匠先进人物走进学校，组
织学生走进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
重要论述，以及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融入劳动教育全
过程。

安全教育进校园：防溺水和
游泳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
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防诈骗、防
欺凌宣传教育、反恐、禁毒等。

健康教育进校园：传染病防
控科普知识宣传、急救、心理健
康教育、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调查、 常见病干预、饮
用水安全等活动。

法治教育进校园：教育系统
法治教育宣传周、普法宣传进校
园、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教育活
动等。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在仲景
文化宣传月期间深入开展中医
药健康知识宣讲进学校活动。

戏曲进校园：邀请戏曲艺术
家走进学校开展讲座、学习戏曲
知识、传承教唱等活动。 ③1

我市发布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

这份清单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编者按

近年来，南阳好人持续涌现，以实际行动
讲述南阳好故事、传播南阳好形象，在全国、
全省引起强烈反响， 不断擦亮南阳全国文明
城市底色，为广大人民群众传递正能量、树立
好榜样。 即日起，本报推出“南阳好人”专栏，
为大家讲述南阳好人的温暖故事， 激励大家
共树崇德向善文明新风。

南阳好人

民生视点2024年 8月 1日 星期四
编辑 王宜迪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宜迪 05

占道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