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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马路妈妈”的保驾护航生活———

一个半小时护送2000多个孩子
本报记者 曲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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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咋就找不到

便宜的幼儿园呢
发帖

@啸彤：现在的幼儿园怎么
这么贵啊！抢钱吗？最便宜的也
要每月六七百元，高的就不用说
了，每月1000块的算一般的了。大
家都是什么情况？
跟帖

@闪了腰：钱堆起来的起跑线！
@千斤鼎：幸好我毕业得早。
@豆腐干：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
@heer1987：物价涨了啊！
@17路逍遥子：应该有便宜

的吧，只是你不爱去罢了。公立
的学校幼儿园相对来说便宜。

@月光光一族：我打听了一
圈，没有便宜的，而且好多园都
满了，要等到9月份才招生。机关
幼儿园管理费最便宜，270元每
月，不过要加上一年3000元的蒙
氏费就不便宜了，现在一般的园
都500多元。

@李子嗳：上3年幼儿园，赶
上9年义务教育花的钱了！

整理 本报记者 冯荣达

一个半小时要“拦”20多波车，护送2000多个孩子
27日早上7点钟，记者来到

南通路小学门口。女交警于
辉、姚微、郑晓莉、杨博涵已经
到了。星期一的学校门口特别
拥挤，所以她们会比平时早到
一刻钟。中队长于辉提前分配
好，杨博涵站在路中间指挥交
通，姚微和郑晓莉站在路边引
导学生过马路。

来回的车并没有要停
下来的意思。路边的孩子越
来 越 多 ，“ 停 一 停 ，停 一
停！”姚微和郑晓莉一左一
右，一前一后，踩在斑马线
的两边。她们弯着腰，一手

抬起，将打算“挤”过去的车
拦下，一手护着胳膊下的孩
子，一边小跑着往前走，眼
睛还要瞟着后边。

似乎一切都在她们的意
料之中，后面的孩子一路跑过
来，他们想赶上“末班车”，眼
睛直盯着前面的“大部队”，却
没有注意到，身旁的车正在

“蠢蠢欲动”。郑晓莉两步冲到
车前，抬起手，“先等一等！”

这波刚过，下波又开始
了。她们返回到马路对面。一
个人一边侧着身子张开手，阻
止着后面的孩子，一边跟他们

讲话。郑晓莉护在另一边，指
挥着刚在路口停下的车，“往
前点，不要过斑马线。”她还要
看着旁边的路口，因为那里偶
尔会窜出一辆电动车或者自
行车。

人群里，一个穿蓝色衣
服的小姑娘忽然停下脚步，
行了个标准的少先队礼，“阿
姨辛苦了！”她们都高兴了笑
了起来。

到8点钟，记者又跟着她
们来到机关幼儿园门口。“幼
儿园会好一些，他们不像小
学生急着上课。”

“警察阿姨好！”幼儿园
的小朋友纯真的声音让她们
高兴地笑了。

记者数了数，女交警们
一共要对付来来回回2 0多
波车。

据了解，她们每天都要
花一个半小时护送2000多个
孩子，“你们怎么坚持下来
的？”她们嘴里说得最多的确
只是“习惯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护导孩
子上学、放学，21位“马路妈妈”
还要负责西南河岗、华联岗和
南迎祥岗的日常交通勤务。

大冷天执勤，她们的鼻子、脸颊、耳朵全冻红了
休息40分钟后，女交警

们开始了管控。
走进一间七八平米的警

卫休息室，里面坐了大概有10

位女交警。刚回来的这几个
立马向屋里唯一的小太阳靠
拢，把手贴在上面。其他人有
几个有的在看书，还有的在
看电视。

过了会儿，姚微在鞋里加

了两层鞋垫，三个人轻轻抿了
口热水，换上了一双薄手套。

记者跟着她们来到一个
路口，那是三道兴隆街的单
行道。一会儿里面有车开了
过来，她们把车拦下，让司机
拿出证件。管控开始了！

这个地方正好没有阳
光，是个被阴面。风呼呼地
刮来，像刀子一样，让人喘

不上气。
“你们冷吗？”记者问。

零下1℃到4℃的天，姚微和
郑晓莉淡淡一笑：“现在的
天气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
的好时候。”

因为要开罚单，带着手套
没法写字，她们需要把手套摘
下来，还没有写字，手指就冻
得通红。一会儿记者看到她们

的鼻子、脸颊、耳朵都冻得通
红，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
瘩，嘴也开始发白、起皮。

11点半，浑身透着凉气，
回到警务休息室。三个人都
本能的靠在了小太阳上，然
后她们就抱着热水瓶喝起了
热水。“中午休息，可以喝水
了。”“要是休班在家，我能喝
两大水壶！”姚微笑着说。

格酸甜苦辣

格一大队女子中队简介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第一大队女子中队
共有一名司机，10位民
警，11位协警，共22人。
主要担负烟台市芝罘区
南通路小学、机关幼儿
园的护导任务以及市区
西南河岗、华联岗和南
迎祥岗的日常交通勤务

工作。
自2006年12月成立

以来，中队成员每年查
纠7000余起违法行为，
处理100余起简易事故
中，从未发生过群众投
诉上访和违法违纪问
题，被上级领导称为“业
务过硬中队”。

因为网购，婆婆跟俺闹翻脸
婆媳关系咋就这么不好处

都说婆媳相处难，这不，网
友“爱购物的妞”就跟婆婆闹翻
了。什么原因呢？她说是因为网
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爱购物的妞”在17

路论坛发帖讲述了整个过程：
前段时间，婆婆从农村来

他们家住了。刚开始，婆媳之
间客客气气的，可是日子一
久，事态就坏了。

婆婆对他们俩的生活总
是指指点点，挑三拣四。什么
吃饭不讲究、洗衣服不及时、
打扫卫生不干净等等。好像这
个儿媳妇一无是处似的。

刚开始她还忍着，可是前几
天因为一件事实在忍不住了。

“爱购物的妞”说她一直
有网购的习惯，其实也是为了

给这个家省钱。可婆婆不愿意
了，吃饭的时候说了这么一
句：“女人吧，不要仗着老公有
钱就胡乱花，年纪不小了，也
得知道好好过日子。”

她顺便接了句：“妈，我花
的都是自己的钱。”

“就因为这句话，婆婆翻脸
了，说花钱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都是她儿子辛苦挣的。还说这
些日子来，我哪哪做得不好，不
知道过日子就知道天天上网，
就知道玩。”“我真是气疯了！”

都说婆媳关系难处，可咋这
么难啊！这种日子受够了可又不
能让婆婆走，这么纠结的事，你
们遇到过吗？有什么好主意呢？

@姜沫：你婆婆在农村待
惯了，自然不了解年轻人的生
活方式，多体谅些吧！

@1860：婆媳本是两姓人，
相互忍耐点吧！爱你老公就要
爱你的婆婆！毕竟她是长辈。

整理 本报记者 冯荣达

本报27日C09版对“马路妈妈”姚
微进行报道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
注。其实在学校门口疏导车辆，用身体
为孩子保驾护航的“马路妈妈”不只姚
微一个，还有另外20位美丽的女交警。
平时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27日，记
者跟随21位“马路妈妈”来了一次体
验。

跟孩子
待的时间很少

中队长于辉的孩子
今年7岁半，每年能跟妈
妈一起睡的日子用手指
都数得过来，一起玩儿
的日子更是少之又少。
民警刘甜甜刚8个月大的
双胞胎女儿已经喝上了
奶粉，孩子哭着找妈妈
的时候，她在岗上，不忍
心，但她只能不断告诉
自己：“没办法，习惯就好
了。”

最喜欢的
就是网购

“过年的时候车多，
我们得加勤，眼看着过
年了啥也没买，就集体
网购了，寄来这么一大
箱。”郑晓莉一边比划着
一边说。从此以后，她就
偏爱上了网购，有时和
同事一起买，“不用逛，
省了不少时间。”

交警女子中队里最
小的一位只有20岁，这些

“80后”、“90后”的女孩正
是爱美的年纪。在休息
时间里，她们绣着十字
绣、看看书，煲煲电话粥，
玩玩儿微信，聊聊最近
上映的电影，当然最喜
欢的数网购了。

这这座座位位，，牛牛
近日，一辆公交车上的座椅底部螺丝松动了，座椅被用铁丝

绑在了前面的座椅上。“师傅，还是晚上交车后用螺丝好好固定下
吧！”一位乘客这样建议。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①三年来，这个女孩
一直给“马路妈妈”们打少
先队礼。 曲彦霖 摄

②郑晓莉在幼儿园门
口护导孩子过马路。 本
报记者 李泊静 摄

①①②②

格记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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