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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不文明现象
曝光台

男孩迷路镇定求助
民警辗转找到家人

本报讯 咸阳小男孩明明（化

名）来我市探亲，没想到他和姥姥

外出游玩时却走散了。只有 10 岁

的明明没有惊慌，他镇定地向警

察叔叔求助，结果很快找到了姥

姥。这是 7 月 10 日发生在我市的

一幕。

当天上午 11 时许，金台交警

大队民警在辖区东岭路南段执勤

时，突然听到身后有孩子喊“警察

叔叔”，民警回头一看，原来是一

个约 10 岁的小男孩。小男孩说自

己叫明明，是咸阳人，学校放假后

和妈妈来宝鸡探亲。当天上午，他

和姥姥去了中华石鼓园游玩，又

准备去银泰城，可是走到半路，

他和姥姥走散了。老师和家人一

再教导他有事要向警察叔叔求

助，所以他看到警察叔叔后特别

高兴。民警让孩子不要着急，又

询问孩子姥姥的电话号码，可孩

子说他没记住姥姥电话，只记得

妈妈的电话。民警从孩子妈妈那

里问到明明姥姥电话，很快与其

取得了联系。在确定明明姥姥的

位置后，民警将孩子带到其身边

（见右图）。老人见到外孙后，拉着

民警的手激动地说：“我正急得四

处找娃，幸亏娃碰到了你们，真是

太感谢了！”     （王菁 姚佳琪）

本报讯 7 月 9 日，千阳县委组织部来了一位

拄着拐杖的老人，将 1 万元党费交到组织部负责

人手中（见左图）。他说 ：“今年是建党 99 周年，我

代表全家 3 位党员，履行党员义务，缴纳这笔‘特

殊党费’，支援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位老人叫苟生芳，今年已经 85 岁高龄，是

千阳县农商银行的退休职工。老人曾获“陕西省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是一位有 50 年党龄的老

党员，儿子是党员，孙子在部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这位脸上、手上“刻满”历史印迹的老人，从未

忘记自己的初心和共产党员身份。退休后，他一直

默默关心和支持着千阳的发展，建言献策，捐钱捐

物，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苟生芳老人说 ：“过去，我家里生活困难，是

党的关心和照顾，才有了我们全家人今天的幸福

生活。我们祖孙三代人缴纳这笔‘特殊党费’，不是

为了出名，而是要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将红色

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庞文渊

丁满生宝宝了
我市动物园喜添四只细尾獴幼崽

本报讯 看过《狮子王》的朋友，

一定不会忘记片中机灵可爱的“丁

满”，其实“丁满”的原型就是细尾獴。

去年下半年，8 只来自非洲的细尾獴

安家我市动物园。不到一年，细尾獴

就顺利产下 4 只宝宝，园内工作人员

都喜出望外。 

“6 月初，饲养员发现一只细尾獴

没出来觅食，他们根据平时的观察，

觉得这只细尾獴可能生产了。这几天

他们见这只细尾獴出来活动了，且后

面跟着四只幼崽，排着队列，样子十

分喜人，应该是宝宝满月了。”市动物

园副园长张卫平向记者讲述道。7 月

7 日下午，记者在细尾獴住的“小院”

看到，一只细尾獴不时从洞里探出

头，四处张望，然后站上高处，两只后

爪牢牢地抓住地面，两只前爪举在胸

前，东张西望，萌态十足。之后，刚刚

满月的细尾獴宝宝由成年细尾獴带领

着走出洞穴，幼崽的大小只有成年人

巴掌的一半（见上图）。 

据了解，细尾獴属于肉食动物，

是捕蛇高手，有时候也吃鸟和昆虫，

是非洲最有特色的动物之一，个头不

超过 40 厘米，体重不超过 1 公斤。它

们生性警惕，群体中常有一些站立起

来负责放哨。张卫平介绍，去年以来，

为了让细尾獴尽快适应新环境，动物

园专门为其铺设地暖、安装空调，还

堆放树根，放置管道、模拟“地洞”等。

记者发现，喜欢自己打洞的细尾獴已

经在院子下面修筑了好几个洞穴，而

且，它们的警觉性很高，看到游客准

备拍照，就一下子四散而去。
本报记者 符雅琦 唐君恺

网红桥又添新景观
马勺脸谱雕塑亮相植物园大桥

7 月 9 日，笔者途经市区“网红
桥”——植物园大桥，发现大桥北头
东、西两侧多了一组马勺脸谱造型雕
塑。经过这里的市民张女士说，雕塑
把大桥装点得更美了。

据设计人员介绍，这组马勺脸谱
造型雕塑名为《民间智粹》，高 6.8 米，

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民间社火脸谱，
展现了西府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是
对植物园大桥周围环境景观的再造
与升华。据悉，植物园大桥南、北桥
头都将安装此雕塑，夜间营造灯光效
果，给“网红桥”再添新亮点。

                田艺 摄

 高新十一路半不知叫啥名？
市民政局解释 ：此路叫广聚路，近期将设置路牌

本报讯 近日，本报接到读

者反映，称在宝鸡高新区平安路

西、科技路东，有一条南北走向

的“无名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这条路名为“广聚路”。

7 月 7 日，记者来到这条

“无名路”上查看，这是一条南

北走向的水泥路，宽约七八米，

北起滨河路，南到渭滨大道，

全长 1 公里多，没有设置路牌

（见左图）。路边一家商铺店主

表示，这条路通车四五

年了，由于一直没有路

牌，不知道路名，寄邮

件只能写附近道路的

名字。另一家饭店店主

则说，这条路西与科技

路平行、东与平安路平行，由于

科技路、平安路俗称“高新十一

路”“高新十二路”，于是大家便

称这条路为“十一路半”。 

这条路到底叫什么？记者

采访了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工作人员解释，这条路在 2017

年被命名为广聚路，一直没有

设置路牌，所以大家不知道路

名。目前，他们已与宝鸡高新区

管委会联系，将尽快完成路牌

设置工作。此外，市民政局已安

排专门力量，全面排查市辖区

范围内未命名和未设置路牌的

道路，排查结束后，按程序启动

命名工作。

   本报记者 马庆昆

姑娘，骑车莫耍杂技
7 月 12 日下午，记者在市区

大庆路西段的自行车道上看到，
一名女孩骑着一辆共享单车，另
一名女孩竟然站在这辆单车后轮
处的车架上，两人笑闹着往前骑
行，看起来像耍杂技，让人不禁为
她们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共享单
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在骑
行的同时，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文明骑车。

 本报记者 张笑侠 摄

陕西国文律师事务所
地址 ：渭滨区火炬路鼎盛大厦    电话 ：3231555

魏航斌律师：13992706556  刘会平律师：18091709140

本报讯 7 月 12 日，记者

途经眉县常兴镇杨家村时，

发现一台清道光年间的石

碾，虽历经 180 多年的风雨，

却依然在使用，成为见证村

子发展史的老物件。

当日，记者在杨家村三组

的村道旁见到了这台石碾。

石碾的边沿有稍许缺损，但

大体完整，碾盘上黑白相间

的碌碡十分光滑。碾盘上面

还有辣椒面的痕迹，显然是

最近碾辣椒留下的。记者试

着推了推，碌碡就在碾盘上

滚动起来。仔细观察后，发现

碾盘侧面刻有“道光拾捌年

拾月杨廷杰置”的字样。按年

号推算，距今已有 182 年。今

年 82 岁的村民李拉浩告诉记

者，他早年常听老人们讲，在

石碾上留名的杨廷杰是本村

的一位乡绅，一生勤劳节俭乐

于助人。当年，看到乡亲们碾

粮食有困难，杨廷杰就自己出

钱，从南山运来石料，从外地

请来石匠，用一个多月时间打

制了这台石碾，一直放在村里

的大树下，无偿给乡亲们使用

至今。如今，村里的变化翻天

覆地，生活越来越好，大家不

时还会用石碾碾辣椒面，这台

石碾历经岁月洗礼，也见证了

村子的发展。

  本报记者 朱百强

新闻暖

眉县常兴镇杨家村——

有台道光年间的石碾
距今182年

缴纳1万元特殊党费助脱贫
千阳县 85 岁老人苟生芳代表一家三位党员——

替您
腿

市民来电询问 ：

李拉浩老人讲述石碾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