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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
70岁了，家住新气象站附近。
4月 4日上午，他一个人骑自
行车去石桥镇办事，下午5点
多办完事后准备原路返回。
由于当时天有点暗再加上下
着雨，走着走着迷路了，这时
已经出了石桥镇，下雨天在乡
村的道路上也不见个人，想找
个人问问都找不到，不知不觉
就到了晚上八九点。此时他
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后
来对面过来了一辆面包车，于

是他就拦下面包车问路，司机
师傅也不知道怎么走，就告诉
马先生让他往前走到前面的
加油站再问问怎么走。

马先生往前又走了七八
分钟，刚刚过去的面包车又拐
了回来，司机师傅说：“天这么
晚了，又下着雨，等你摸回家
不知道几点了，别再冻生病
了，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我把
你送回去吧！”于是师傅就把
马先生的自行车搬到自己的
面包车上，问清他的住址，然

后开启导航设置，开车大约走
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马先生家
附近。“师傅把我自行车搬下
来就要走，我问他电话他也不
说，只是说自己姓陈是陈庄
的。”马先生说，“我只记得他
的车牌号后四位是 8931，是
辆面包车。”马先生说自己想
通过晚报报道下这个好心人，
他想再当面感谢。有知道这
位好司机消息的，请与本报热
线63296666联系。⑧6

（张文宝）

本报讯（记者杨长坡 张
文宝）“我们这里稍微下一点儿
雨就成了大水坑，住在这里出
行太不方便了。”昨天，城区桂
花城居民肖先生拨打本报热线
说，现在下的雨不算太大，但滨
河路与汉江路交叉口往里已经
积了很深的水，一旦雨季到来，
情况就很可怕了，他希望有关
部门及早动手，方便居民出行。

根据肖先生的报料，昨天
上午8点多，记者冒雨来到滨
河路与汉江路交叉口附近采
访。记者观察发现这个大水
坑位于交叉口往里十来米的
地方，水面占据了整个路面，
有四五十米长，积水很深，远

远望去一片汪洋，车辆通过时
溅起了高高的浪花。

“这里积水是早上四五点
钟开始的，四面八方的水都往这
里流，很快成了一个大水坑，早
上七点多的时候一个骑自行车
的老人摔倒在水坑里，好在水不
是太深，老人也没有受伤。”附近
一商户告诉记者，后来水越积越
深，上班高峰时，一个骑电车带
着小孩的妇女因躲汽车溅起的
水浪摔进了水里，两人的衣服都
湿透了。还有一个骑电车的中
年人，不知道水下的路况，掉进
了一个大坑里，当时就摔了四脚
朝天……

附近居民王先生接受采

访时说，这个地方只要一下雨
就积水，很多骑电车、自行车
的以及过往车辆，走到这里都
战战兢兢，还有汽车熄火在这
水潭里。他们告诉记者，造成
这里积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
这个地方地势太低，四周的水
都往这里涌；再一个是排水设
施有问题，据说这里的排水管
太细，只有十多厘米，根本满
足不了排水的需要，还经常堵
塞。

他们告诉记者，这里有桂
花城、金河湾等三四个小区，
每天有很多居民从这条路出
入，希望有关部门急群众所
急，消除这里的水患。⑧6

随后，记者就此事联系
了市公交总公司的相关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移动支付刚推出不久，
他们也在努力做好对乘客
的指导和宣传。乘客可使
用手机自带支付功能或下
载 云 闪 付 APP，只 需 绑 定
62开头的银行卡，乘公交
车时将虚拟银行卡对准刷
卡区即可，听到“滴”声说明

扫描成功。若下载“南阳码
上行”APP，需按提示注册，
之后绑定一张银行卡，余额
充值，上车前打开APP界面
点击“乘公交”菜单后即可
生成二维码，对准车载 POS
机上部扫码区扫码支付，余
额不足两元时不具备扫码
条件。切记不要将手机紧
贴扫码区，距离 5到 8厘米
时扫码最为灵敏。⑧6

市公交总公司：
不要将手机紧贴扫码区扫码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会
萍 宋学玲）春季是呼吸道传
染病的高发季节，河南省经济
管理学校积极开展春季传染
病防治，加强宣传和预防，该
校制作了宣传展板进行宣传，
同时利用校广播多次播放传
染病防治知识，提高了全校师

生的认识水平；由校医务室指
导熬制中药凉茶，免费供应全
校师生；对校园、学生宿舍和
办公区等重点区域进行了消
毒。通过这些措施，增强了全
校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防
病能力，使全校师生安心学习
和工作。⑧6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强化春季传染病防治

本报讯（记者王延娟）近
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说看了南阳晚报刊登的
城区5条公交线路开通移动
支付服务后，立马下载了相
应 APP，坐公交车时扫码支

付非常方便，但也有市民表
示，自己在扫码时扫了几下
也没扫上，没办法只能投币，
希望公交公司能给市民说一
下使用这个新功能时的注意
事项。

市民何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平时上班都是乘坐公
交车，有时候没零钱真的
很头疼，前几日看到晚报
刊登了城区 5条公交线路
开 通 移 动 支 付 服 务 的 报
道，立马就去尝试了。“真
方便，拿手机靠近刷卡设
备感应区，轻轻一挥就完
成支付了，而且现在有活
动，我两次乘车都是只花
了一分钱。希望这项服务
能尽快普及。”

而市民王女士则在用
手机支付公交车费时，遇到

了烦心事。“4月 4日下午，
我和同事们一起下载了‘南
阳码上行’APP，下班后直
接在火车站坐了 1路车，想
着先试试，谁知道扫了几下
也没扫上，问司机怎么办，
他说他也不太清楚，没办法
我只好又投了币。”王女士
说，结果 9日她收到了一条
信息，说她乘公交车消费了
一元，她很诧异：当时扫码
明明没有任何反应啊，怎么
就扣款成功了呢？而且过
了这么久了才收到信息，真
让人郁闷。

扫码坐公交车
有人欢喜有人忧

七旬老人骑车从石桥回城区迷路——

好司机雨夜驱车送他回家
老人通过本报寻找这位好心人

使用移动支付坐公交车

有人欢喜有人郁闷
近日市民马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称自己下雨天迷路，遇到好

心人驱车几十里把自己送回家，而且名字电话也不留，他希望通
过晚报寻找这位好心人，并当面表示感谢。

城区滨河路与汉江路交叉口附近

一下雨就成了大水坑！

一位骑电动车的路人正在通过积水路段 本报记者 杨长坡 张文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