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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9日
讲述死囚最后几小时
警示犯罪人员

有关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全省刑

事案件较往年有上升趋势，而 2010 年

前 3 个月的刑事案件发案率上升较

快。为此，为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经过

本报详细策划和论证后，本报记者经过

数月的走访，找出了三名曾和死囚犯关

在同一号房内的刑释人员，通过他们的

讲述，还原一个个死囚生命最后时刻的

场景。

合肥市检察院公诉处相关负责人

在《刑释人员讲述死囚最后几小时》文

章刊出后，对记者说：“这篇稿子起到了

很强的警示教育作用。从某种意义上

讲，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抑制

作用。 记者 雷强

2010年8月4日
陌生消息引出六天暗访
揪出幕后收药“大佬”

“本公司常年高价回收各种中西药

品，全国各地均上门真诚为您服务

……”2010 年 7 月 29 日，记者的 QQ 中

收到一条陌生信息。记者与该公司负

责人陈经理取得联系。在摸清对方收

药价格及医保卡套现方式后，记者决定

全面展开暗访。最终，在记者的协助

下，陈经理落入法网。

合肥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事他们一定会深挖到底。针对药品非法

回收现象仍存在、对百姓健康安全造成威

胁的现状，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加强对医院内外、社区周围、

车站、农贸市场等药贩子常出没的场所的

巡查，打击非法回收药品。 记者 雷强

2011年2月11日
节后破解招工难
打造“就业指南”

2011年春节刚过，企业招工又成为

热议的话题。

适时而动，本报秉承办最有价值的

都市报理念，选派十多名驻地记者和本

土记者，走出去筑巢引凤、引进来扩充

实力，全方位、多角度、全天候连续推出

重要版面，展示招工的流程。从2月11

日（正月初九）起，陆续推出多个重要板

块，找出问题症结，快速传递用工缺口

省份和招工信息。

本报“招工难”报道推出后，在报摊

零售店、车站、招聘单位大卖，外出就业

的工人争相抢阅，一度成为待就业人员

的“就业指南”。 记者 张敏

新闻回顾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门遭遇堵

车对合肥市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为了给合肥市民出行提供指南，

2010 年 7 月 26 日，本报记者走上街头

对50名上班族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调

查者得到的情况，梳理出合肥高峰时

段最易堵的 10 大拥挤路口。《合肥 10

大拥堵路段调查》一文见报后，引起广

大读者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广大

读者、交通领域专家、交通广播主播、

熟悉合肥市路况的“的哥”等各界人

士，纷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建言献

策。同时合肥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

也致电本报表示，将采纳本报调查收

集的一些好的建议。

社会影响

合肥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芮峰表示，

本报策划报道了合肥市区交通状况，

说明本报是个有责任的媒体，没有放

弃媒体作为社会观察哨的职责。

芮峰表示，作为道路交通管理部

门，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是交

警责无旁贷的责任。下一步，交警部

门将通过市政府道路交通联席会议这

个平台，把交警自己无法解决的所谓

事故“黑点”和交通“节点”报请市政府

道路交通联席会议研究，落实相关部

门解决。支队还将在现有道路通行条

件下，通过提高交通组织优化工作水

平，改善城区道路交通。

人物回访

近日，合肥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王

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进一

步改善城区交通状况，合肥交警部门

一方面通过加大投入，不断改善交通

基础设施，合理规划城区交通资源，促

进城区道路畅通有序；另一方面针对

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积极采取有

力措施，改进交管工作，加大对交通违

法行为的整治，使得城区道路交通得

到明显改善。

记者 鲁龙飞

明察暗访 着眼民生

新闻回顾

2010年7月5日，本报第一篇高温

策划文稿刊发：《记者走进大街小巷，

记录合肥夏夜餐饮人的酸甜苦辣》。

高温下的合肥夜晚，有什么别样风

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记者在

仍然散发着热浪的深夜，走进合肥大

街小巷，为您真实记录夏夜街头餐饮

人的生活状况。

社会影响

从2010年7月开始到8月底，持续

的高温天气，让合肥市民记忆犹新。本

报记者在这两个月内，连续推出关于高

温的稿件不下10余篇，每一篇报道都引

起广大市民和有关部门广泛关注。

中暑不可小视，怎么预防中暑更

加重要。系列报道出来后，大大提高

了市民对中暑的认知情况。高温炸弹

是什么？其实，它们就是我们身边的

一些日常用品。比如：灭蚊器瓶、老花

镜、打火机等，在一定的温度下，它们

往往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为

了市民的健康安全着想，本报记者列

举了日常生活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

提醒市民严加看管。

人物回访

7月9日下午5点半左右，家住合

钢西门的陆阿姨，用喷雾式灭蚊罐“清

剿”蚊子时，整个灭蚊罐从底部发生爆

裂，把手炸破。如今，记者再次来到她

家看到，陆阿姨当时被炸的手已经痊

愈。“真没想到，灭蚊罐还会爆炸，另

外，看过你们那篇高温爆炸的报道后，

才知道原来家里竟然有那么多危险

品，从看过报纸后，我就对那些物品谨

慎使用了。”陆阿姨说道。 记者 张崴

为民指路 10大拥堵路段调查

高温策划报道 为民带去“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