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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说事

占道、异味、噪音“一个都不少”

十余家废品站“包围”一座小学

“只有一只胳膊我也能和别人一样”
骨癌女童小月昨出院，期待您的帮助

占道、异味、噪音“一个都不少”

一进巷口，记者便看到好几个写着“废

品收购”字样的招牌立在路边。仔细观察发

现，不足百米长的巷子里居然藏着十余家废

品收购站，每家门前停着两三辆三轮车，本

来就不宽的路面被占去了近一半。随机走

进一家废品收购站，老板正忙活着从车上扛

废品称重，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一旁

一名师傅正在焊接废旧自行车，刺耳的切割

声传来，路过的居民或掩鼻，或捂耳。

“这些废品收购站，不仅占道，影响环

境，还产生很大噪音，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希望他们赶紧搬走。”居民王先生告诉记

者，平时这几家废品收购站门口，摩托车、

三轮车、货车“络绎不绝”，车辆间有摩擦也

是常有的事。

小学被包围，家长盼“突围”

距离这些废品站10多米处是屯溪路

小学，接送女儿上学的张女士说，这些废

品收购站经常在孩子们上下学期间运送

废品，不仅造成道路堵塞，还产生很大安

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治理，改变

脏乱差的状况，还孩子们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

趁着孩子们放学时间，记者随机采访

了几位小学生，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数落”

起废品收购站的“不是”，“又脏又吵，真烦

人！”“车子和废品老堵着路，我们进出都不

方便。”“阿姨，你们能找人来管管吗？”

城管：将尽快进行集中整治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包河区城管指

挥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她会将这一

情况反映给辖区城管执法中队，将对该路

段几家废品收购站存在的占道经营、环境、

噪音污染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星报讯（叶翔 黄洋洋 记者 李皖婷）

昨天上午，本报曾报道过的骨癌女童小月

出院了，等待她的将是痛苦的化疗和随之

而来的高额费用。离开的时候，这个独臂

的小姑娘起劲地向记者挥着手，“阿姨，你

一定要再来看我啊！”

小月的母亲王志荣说，小月听说昨天

要回家，开心得不得了，一大早就把自己的

玩具收拾好了。

王志荣告诉记者，小月的截肢部位前

两天就拆线了。“她知道自己只有左臂了

吗？”记者避开小月，小声地询问王志荣。

“当时我告诉她她少了一只胳膊，她哭得很

厉害。我准备过些时候告诉她，一只胳膊

也能和别人一样。”王志荣回头看着正在病

床边玩耍的女儿，眼圈有些泛红。

小月的父亲马伟军说，小月已经开始

上学前班，如果没有生病，明年九月份她就

该上小学了。“她妈妈教她用左手写字，她

一开始还不愿意，说是老师说的不能用左

手写字，要用右手写。”说起女儿，马伟军的

笑容里透出一丝苦涩。

“医生说小月太小了，化疗的风险

很大，但无论多危险，也无论花多少钱，

我们也一定会继续给她治疗的。”王志

荣说，虽然现在家里债台高筑，但只要

看到女儿可爱的笑脸，她就坚定了自己

的信念。

小月的明天将会怎么样？她能不能经

受住接下来的化疗？本报将继续关注。想

为小月捐款的读者，也请拨打热线与我们

取得联系，联系电话0551-2620110。

坐上“摩的”感觉像在飘
星报讯（记者 刘欢）“灯不亮，路上

都是车，碰到谁都不好。”前天晚上7点多，

张先生赶着去合肥市胜利广场附近参加

同学聚会，因久等拦不到出租车，就坐了

一辆“摩的”赶去了。“摩的一路上就在机

动车道上飘来飘去，把我吓得不轻！”

张先生从南七里站附近出发，“也不

知道师傅是不是赶时间，就在机动车道上

快速穿梭。”张先生认为，不论出于何种原

因，这样的行为太危险了。“天都已经黑

了，不仅速度快，有时还闯红灯，人身安全

怎么保证？路上行人也不安全呀。”这样

的经历，令张先生有点害怕，他说，“我再

赶时间今后也不敢坐这车了。”

昨 日 ，本 报 热 线

2620110 接到合肥市民张先

生反映：曙光路省人大段

一处狭窄的小巷子“藏身”

不少废品收购站，进出的

货车经常占道，带来很大

安 全 隐 患 。“ 废 品 到 处 乱

堆，卫生状况也差得令人

难以想象。”根据张先生反

映的情况，昨天，记者赶到

现场进行了采访。

记者马冰璐

丁常春医生，
周阿姨想说“谢谢您！”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省城周

阿姨打来热线电话，她想感谢一下合肥第

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丁常春医生，“在接

受治疗的一天时间里，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和其他病人，实在太让人感动了！”

63岁的周阿姨患有心脏病，做完手术

后一直服用药物。上周六，牙龈突然出

血。“周六晚上，血一直往外涌，怎么也止

不住。”第二天，她赶紧到医院的口腔科就

诊，40多岁的丁常春医生接待了她。“从早

上一直到下午4、5点，他一直在帮我止血，

还不时地照顾着别的病患者。”看到丁医

生如此贴心地照料病患者，细心的周阿姨

记下了他的姓名，“我想借贵报一角向他

表示感谢。”

周阿姨说，在口腔科接受治疗的一天

时间里，她亲眼见证了丁医生如何照料她

和其他病人，“冷冰冰的病房里充满了温

暖的气息，我的心里也暖暖的，希望更多

的医生向丁医生学习，对待患者像春天般

温暖。”

如今的通讯，不再是简单的发发短信

打打电话，而是让生活变得五彩缤纷，乐趣

无穷。坐在公车上看“手机报”，联系好友

用飞信，下班途中听听“手机音乐”，睡前看

看“手机阅读”，周末出游打开“手机导

航”……小小的增值业务，着实给人带来不

一样的通信体验。就是这样如此贴近人们

生活的业务内容，才更要在其产品质量上

好好把关。

首先来说说深受大家喜爱的“飞信”。

飞信自推广初始到广泛使用，呼声一直很

高，它不仅操作简单，而且省钱省心。为了

让这样一个产品从功能性、趣味性、丰富性

等各个层面得到大幅度提升，移动人在背

后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与努力。回想当时只

能收发信息的飞信，再看看现在能够永不

离线、文件互传的飞信，是不是可以感受到

其间的创新与巨变呢。

当然，飞信只是增值业务的一个典

型代表。除此以外，139邮箱、手机阅读、

校讯通、集团V网等涉及个人和集团的各

项增值业务都是移动不断创新和提升的

工作内容。由于增值业务涉及环节多、

业务流程复杂，需统筹考虑网络、业务平

台、应用内容、终端等全流程的质量提

升，因此为了快速的提升增值业务产品

质量，安徽移动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迅速

行动起来，形成了省市联动、纵横结合的

大会战工作团队。目前安徽移动已经基

于 95 款终端在全省 17 个地市 70 个热点

区域组织开展了产品质量拨测，并针对

飞信、手机阅读、139邮箱等22项产品开

展测试工作，累计执行测试超过 50 万

次。 据移动官方数据证实，手机报接收

的成功率提升 30％，手机导航路线计算

等待时延缩短40％……增值业务的提升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为确保产

品质量和客户服务的双提升，安徽移动

还特别设置五项长效工作机制和五项重

点工作举措，对增值业务的各个环节严

格把关，并形成切实有效的常态化工作

制度。相信规模如此之大、监控如此之

严格的质量提升工作也会给用户的移动

生活带来全新面貌！

安徽移动近期开展的一系列质量提

升工作，让我们看到，作为全业务综合信

息提供商的安徽移动，不仅在品牌业务上

下足功夫，同时，更不放松对增值业务质

量的严格把关。用户的兴趣导向、业务使

用感受也如一根隐形的线，始终牵引着移

动的心。值得庆幸地是，在这牵引的过程

中，移动做得越来越好，用户得到的业务

品质也是不断得到提升。

安徽移动“质量提升”系列——

增值业务大提升 移动生活换新貌

即将出院的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