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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出台半年，驾考不能报名

东营残疾人离驾照还有多远
本报见习记者 张倩 张琳琳

侯国新：拿驾照一直是个梦

本报 11 月 1 讯(见习记

者 王斌 通讯员 王成福)

11 月 1 日下午，长篇报告
文学《黄河入海涌大潮》首发

仪式在垦利县成功举行。

首发仪式上本书总撰稿
人省作协副主席许晨、作家代

表张可春等先后作了重要发

言。本书详细描绘了近年黄河

入海口，黄河三角洲大开发上
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垦利县各
条战线团结奋战、开拓进取，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

的令人瞩目的业绩。

《黄河入海涌大潮》首发

昨日出租车正式调价
司机表现矛盾，市民表示接受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见

习记者 张大宁 ) 11 月 1

日出租车运价结构正式调

整，回空里程由 25 公里缩减

为 8 公里，免费等候时间由

10 分钟缩减为 5 分钟。对这

种调整，出租车司机表现出

一种矛盾心理，而市民则表
示可以接受。

1 日，记者和多位出租

车司机交谈了解到，一方面

他们因为减少回空里程而

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们

又担心，调价后增加了跑长

途的费用，将使得他们在与

黑出租的竞争中更没优势。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黑

出租没有杂七杂八的费用，

本来就便宜，现在我们一调

价，他们肯定高兴。”

关于此次调价，不少市

民认为前几天已有出租车

调整了运价，大家提前开始

适应了。而八公里之内的价

格没有变化，坐长途的毕竟

是少数，虽然得多花点钱，

但市民普遍表示可以接受。

还有市民对出租车司机表
现出了极大的理解，“ 25 公

里确实太长了，去西城还

好，要是去郊区就不赚钱
了，改成 8 公里比较合适”

市民吴先生说。

记者从东营市技术监督

局了解到，所有的出租车计

价器将在 2 日完成调整，届

时，城区的出租车将统一执

行新的价格标准。

42 岁的利津县人侯国新从小

对车有着特别的爱好，小时候亲戚
送了他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侯

国新天天“开”着车在村子里面转

悠。长大懂事后的侯国新意识到，

他可能永远不能开车了。因为他是

一名残疾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
症，右下肢有残疾。但是，对车的强
烈热爱让他没有放弃从小的理想。

侯国新先是买了一辆残疾人开的

电动三轮车，后来就自己动手改造

了一辆面包车。

11 月 1 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侯

国新位于利津县侯王村的家。侯国

新开车到村口接记者。上车之后记

者发现，这辆车跟普通车有点不一

样，这辆面包车的挡把子上部被固

定上了一个类似自行车手刹的部

件。侯国新开车的动作也跟一般人

不同，他先用右手压下这个“手

刹”，然后挂挡。“记者看到，侯国新

的离合器被一条类似电缆的东西

连到了左脚方向，旁边是汽车的油

门，右脚下是空的。侯国新技术娴

熟，动作一气呵成，车行驶在农村

的路上却不颠簸。

记者来到侯国新的家，几位邻

居正在串门，见到记者纷纷凑过来

介绍侯国新的车。“老侯的车改装的

太科学了，能不能申请专利啊？”一

位姓马的邻居说。接着，一位杨姓邻

居又拉过记者说：“老侯人稳重，开

车稳,但却没法帮邻居们的忙，因为

没驾照，他一直没敢将车开出门

去。”

“今年 4 月份，我听说出台了

残疾人能考驾照的规定，就一直很

关心，但是到现在也不能报名考。

东营市各家驾校我都打电话咨询

了，人家都说没有车，不能报考。”

侯国新因为没有驾驶证，开车名不

正言不顺的，一直不敢往外开。遇

上天气不好，或者邻居谁家孩子病

了，人家有急事找他，他都不敢去。

“因为我没驾照，也不能买保险，怕
出事故。可是人家有事儿我帮不上
忙也觉得挺不过意。规定都出台了

五六个月了，我听说聊城、青岛都

能考了，为啥东营还不行呢？不光

我想考，我认识的很多残疾人都在

发愁这事儿。”侯国新对记者说。

季泽霞：想给残疾同胞开驾校

季泽霞是利津县人，跟侯国新

一样，她也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右下肢残疾。11 月 1 日下午，她正

在聊城的残疾人驾校练习驾驶，记
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她。据季泽霞

介绍，她 10 月初到聊城驾校报了

名，经过三四次去聊城学习和考

试，明后天她就能通过最后的考试

拿到驾驶执照了。“我走路不方便，

家里有条件了就买了辆车代步。但

是咨询了东营所有的驾校，没有一

家可以给我们残疾人考试的。前一

段时间听说聊城可以考，就过来报

了名，很快就能拿到驾照了。”

季泽霞跟丈夫都是小儿麻痹

症患者，结婚之后两个人经营过加
油站，现在有一家手工坊，经济条

件不错。家里早就买了车，季泽霞

和丈夫也都学会了开车，但是没有

驾照使得他们两口子很尴尬，开在

路上总担心被查。“心里不踏实啊，

咱没有证，人家一查一个准儿。今

年 4 月份听说省里有文件可以给
残疾人考试了，结果等到现在东营

也还不能考，只能大老远跑到聊城

来，费钱费力又费时，麻烦死了。”

季泽霞在电话中对记者说：“经过

这几个月的等待，我有了一个想

法，我想在东营为残疾同胞们开一
家驾校，给他们培训和考试。希望

残联的有关领导能帮我问问行不

行。”季泽霞的手工坊生意不错，但

是她愿意把它卖了，开一家驾校，

让其他去不了聊城的东营残疾人

也能学车考驾照。

市残联：需要千万投资，实施太困难

东营市残疾人联合会的聂理事

长对记者说：“我咨询了省里和交通

局，国家对残疾人驾校是有严格要
求的，资质是一级驾校，就是要达到

一定的场地、规模和车辆，还要有省

级培训的教练。这需要千万元投资。

我们很支持残疾人的这种自立自强
的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据

悉，残疾人驾校需要省交通厅指定，

条件要求很严格。

聂理事长还告诉记者，东营市

残联一直在积极联系和促进残疾人

驾校这件事。他们已经推荐了一家
驾校到省残联部门，等待省里的培
训。山东省卫生厅今年 6 月份下达

了一份文件，指定东营市胜利中心

医院为东营市残疾人驾驶证考试报

名的体检医院。市残联会积极联系

交通局等各个部门，希望尽早为全

市的残疾人争取到考驾照的权利。

公安部 111 号
令实施已经半年时
间了，省内的青岛、

聊城等市的一些残
疾人已经取得了驾
照或者正在学车。而
东营的残疾人至今
还不能学车。东营残
疾人距离 C5 驾照到
底还有多远？

2010 年 4 月 1 日，

公安部第 111 号令开

始正式实施，新规中包

括肢体残疾人员和有

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

设备能够达到合格标

准的人员等五类残疾

人可以考驾照。新修订

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规定，右

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

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

自主坐立的，则可以申

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

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

型的机动车驾驶证(C5

驾照)。另据了解，东营

市目前共有 12 . 1 万残

疾人。

■背景资料■

本报 11 月 1 日讯(见习
记者 李金金) 10 月 31

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爱心

超市的志愿者开展了“爱心

募捐 点亮回家路”活动，面

向全校收集不用的瓶子、书

本、衣服等，并将募得的物资

转换成爱心基金，为该校贫
困学子购买回家的车票。

10 月 31 日上午 10 点，

记者在石油大学五餐厅门

口看到，路边扯起了“爱心

募捐 点亮回家路”的红条

幅，旁边还放着两块展板，

上面写着活动的主题和内

容。餐厅一侧的空地上铺着
50 平左的白色网状物，上
面已经堆放了一部分饮料

瓶子，周围还摆放着成堆的

衣物、书籍等。十几名志愿

者骑着脚蹬三轮车从各处

拉来收集的瓶子、书本和衣

物，倾倒在募集点。

石油大学慈善爱心超

市的负责人赵凯介绍：“这

些东西是从十几幢宿舍楼

下拉过来的。有的是学生主

动送到募集点，有的是志愿

者到宿舍去收的。”

11 号宿舍楼的王大洋

捐了一筐瓶子和一些书本

和衣物。他说：“瓶子、书本、

衣物，平时都积攒下来，到

有活动的时候就捐出去。”

截至下午 4 点，爱心超

市本次活动共筹集到矿泉

水、饮料、啤酒瓶 13000 多

个，衣服、鞋子 1000 多件，

书本 450 多本。瓶子卖了
1325 元。赵凯说：“衣服和

书本暂时放在学校的爱心

超市，资金将在 12 月初发

放给贫困学生，供他们购买

回家的车票。”

石油大学开展“爱心募捐”
筹集学生不用的物品，转换成基金后为贫困学子买回家的车票

残疾人侯国新给记者介绍他

自己改装后的面包车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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