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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股冷空气的
到来， 近日信阳气温陡
降， 天空中飘起了零星
雪花， 人们也都纷纷换
上了厚厚的冬衣。 在此
也提醒大家， 雨雪天气
出行要注意保暖和交通
安全。

本报记者郝光摄

供 电 服 务 步 步 高

“我家的电已修好了，感谢
你们！你们的服务真是一年一个
台阶！日前，一位退休老教师家
中断电，便拨打了供电服务热线
95598

。不大一会儿，信阳供电公
司抢修人员就上门抢修。老人感
激之余，又拨打

95598

表示感谢。

他的一句话，也折射着信阳供电
服务的变迁。

用电越来越可靠
近年来，信阳供电公司按照

轻重缓急的要求， 加大投入，对
配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2011

年—

2012

年，公司又开展标准化
台区治理活动， 解决直供区

154

个台区低电压问题， 治理
330

个

标准化台区，提高供电可靠性。

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基础上，

信阳供电公司强化增管网意识，

开展了效能监察、治理线路跳闸
的活动，把配网线路、设备按管
理权限划分区域， 考核到人。目
前， 信阳配网供电可靠率达
99.974%

， 居民用电也将更加可
靠。

缴费越来越便捷
近年来，信阳供电公司不断

创新缴费方式，打造“

10

分钟缴
费圈”， 现在已经有八种缴费方
式可供客户选择。

此外，信阳供电公司特意开
通短信提醒业务。用电客户可以
拨打

95598

热线， 或点击供电客
服热线

95598

网站页面开通该项

业务。 短信每月定期告知电量、

电费，提醒客户缴费，并配以用
电常识等知识，方便客户学习和
阅读。

服务越来越贴心
信阳供电公司原来有市网

调度、配网调度、

95598

、应急管
理中心等多套指挥系统，

2010

年，公司将这些系统集合为一个
指挥系统———一体化应急指挥
中心。同时，公司设立“营销服务
隐身监督人”制度，通过第三方
评价，检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每周召开一次业扩报装例
会，由相关单位会审会签，减少
内转环节与时间，让客户只进一
个门、只找一个人就能办完所有
的事。

模拟天然气管道抢险演练

扑鼻的臭气味， 嗤嗤的漏气声，周
围横拉着的黄色警戒线，呼啸而来的警
笛声……“报告，由于近期我市连降暴
雨， 长输管线被突发的泥石流冲断，管
道有燃气泄漏！” 对讲机里传来报警信
号，

3

分钟后， 两辆抢险车急速抵达现
场，工作人员查看现场后立即报告调度
中心关闭了上下游阀门，然后迅速拉起
黄色警戒线，将现场隔离。

这是日前信阳富地燃气公司
2012

年度紧急疏散及消防抢险综合演练现
场的一幕。

由于燃气泄露扩散时与附近高压
电接触， 产生爆燃， 信阳富地燃气公
司根据事故情况， 立即成立应急抢修
指挥部， 按照公司《事故应急抢险预
案》，对抢险工作进行分工，公司总经
理任总指挥， 迅速启动事故应急预
案， 投入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长输巡
线队检查事发管段上下游无人阀室的
紧急切断阀是否切断， 关小阀门，启
动紧急切断阀， 管道内保持正压。灭
火队员迅速到达现场， 使用灭火器和
高压水枪在上风处进行灭火。 演练过
程惊险不断， 情况复杂， 但抢险指挥
工作井然有序， 整个抢险过程有条不
紊， 化险为夷。

50

多名参战人员共同

努力， 顺利完成了这次意外事故的抢
险抢修工作。

演练结束后，公司召集所有参战单
位和部门召开了事故应急抢险综合演
练点评会，对整个演练过程进行了点评
分析和总结，找出实际抢险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讨论应
急预案程序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对公司
的《事故应急抢险预案》做出进一步修
改和完善。

近年来，天然气已经成为人们生活
必需品，但违规操作、设施老化等原因
导致天然气事故发生的危险也在与日
俱增。本次演练旨在加强各部门对天然
气等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提高我市燃气
企业处置突发天然气事故的能力，确保
我市燃气消防安全稳定。

“这次演练不仅检验了富地燃气
公司处置重大燃气泄漏事故的应急抢
险能力，而且促使工作人员进一步熟悉
了应急预案程序及操作方法，对于今后
的安全供气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 公司总经理郑昌满说，“希望通过
此次演练，对应急预案及抢险工作机制
进行再度完善， 提高预案的针对性、操
作性和适用性；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强
化抢险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抢险队
伍。”

街头促销“奇招”，实在令人烦！

随着大大小小商家各出“奇招”进行
促销，总能听到身边的人在抱怨，这些促
销方式扰乱了他们的出行和日常生活。

流动广告宣传车堵塞交通喇叭噪
音扰民

一些商家为了做大广告宣传效应，经
常组织车队在城区主干道上巡游。这些车
辆大多为厢式货车，车身两侧挂着超高超
长刺眼的广告牌，放着喇叭，不停地在街
面上来回转。刺耳的宣传喇叭发出的噪音
让附近和路过的市民不得安宁。这些车辆
排成长线而且往往车速很低，限制着后面
正常行驶的汽车， 使交通变得不流畅，上
下班高峰期时甚至造成交通堵塞，市民对

此意见很大。

昨日记者在民权路发现，某品牌空调
甚至组织了电动车宣传队，几十辆电动车
后座被围上了广告牌， 在路上缓慢行驶。

上百米的电动车队在过十字路口时也没
拉开距离， 需要转向的车辆无法行驶，这
让路过的司机颇为恼火。由于电动车队占
据了半个机动车道，使出租车无法靠近指
定地点停车。记者发现，有部分出租车在
马路中间停车放乘。记者不禁担心，如若
发生事故，谁来负责？

广告宣传单满天飞污染环境
走在街头， 总会遇到散发广告传单

的人， 那些人拿着宣传单硬是往行人手
里塞，让人无法拒绝。据观察，大多数行
人接过宣传单后只是随便看一眼便扔在

路边。遇上节假日，传单更是铺天盖地，

严重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市容，也加重了
环卫工人的负担。 有些发放传单的人员
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在马路中穿梭， 往过
往车辆里递送传单，弄得司机提心吊胆，

叫苦不迭。

一些妇科、男科、药品等广告宣传小
杂志印上了不少低俗暧昧涉黄的内容来
博人眼球， 发放这些小册子的人见人就
塞，未成年人也不能幸免。这些低俗涉黄
医疗广告会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影响，着实
令人担忧。

理发店美容院死缠烂打拉顾客路
人避之唯恐不及

昨日，记者在东方红大道几个大型超
市附近看到，总有一群自称某理发店理发

师、某美容院技师的人在人流量较大的路
口拉客人， 他们不由分说挡住行人去路，

然后滔滔不绝介绍他们的免费活动，进而
要拉人进店了解。多数被缠住的人会拒绝
甚至绕路走开， 他们也不会轻易作罢，仍
旧追在行人后面软磨硬泡苦苦哀求。路过
的王女士说：“我每天都要经过这个路口
好几次，经常被这些人纠缠，实在很烦！就
算我需要理发或美容， 也绝不选择这些
店！”

免费礼品不过是诱饵，继续推销才是
店家的真正目的。 被拉进理发店的小刘
说，进店以后理发师给她的发型发质挑出
不少毛病，一系列的剪染烫之后又推销他
们的护理疗程，最后结账时又推荐她充值
办理会员卡。 花了近千元的小刘懊恼不
已，觉得自己被诓了，并表示以后再也不
会接受这种促销。

如此宣传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出行和
生活，更是有损于市容市貌。希望有关部
门能对这些街头广告宣传手段进行监管，

也希望广大市民自觉抵制这种促销方式，

共同维护好市区环境！

新车办牌照 谨防上当

“为了办个汽车牌照， 我花
了一千多元！” 市民周先生近日
抱怨道。 按正常办理牌照的流
程，汽车检测、照相、交牌证工本
费， 普通轿车加起来最多不过
365

元，仔细问起来，周先生是上
了“黄牛党”的当。

上周四一大早， 周先生开
着新买的金杯商务车到市行政
服务中心准备上牌照。 在大门
口，车还没停好，就有三两个人
隔着车窗问他：“老板， 办牌上
号不？”一开始他没理会，等进
到行政服务大厅， 他发现给新
车办牌照的人很多， 几乎每个
窗口都围满了人， 而且看起来
要走的程序很多，比较麻烦。服
务大厅里站了六七个手里拿着
小本的人，见到他后，有两个围
了上来， 仍是问他要不要帮忙
办牌上号。“要办号是吧， 我帮
你办， 保证能挑到好号还快！”

“你自己办一天都办不完，自己
挑号，肯定挑不到好号！”在其
中一个“男黄牛”（下文称该男
子）的游说下，他同意出点跑路
费让他办。

该男子自称办证经验很丰
富，绝对没问题。该男子拿了周
先生车的资料后， 告诉他新车
要先到交警支队检测， 让周先
生就在行政服务大厅等候，等
该男子从交警支队回来时，告
诉他车检

200

元，周先生就给了
他

300

元，其中
100

元是跑路费。

紧接着该男子说要去给车照

相，周先生掏了
40

元给他。在交
牌证工本费时， 该男子自己先
掏钱，在窗口开了一张

225

元的
牌证工本费发票， 周先生又给
了他

350

元。

最后一步是选号。这时，该
男子告诉周先生， 如果周先生
自己选号那号肯定是被别人用
了， 想选好号就需要掏点儿选
号费。他还跟周先生强调，如果
不信的话，可以去窗口看看，凡
是自己选的，肯定都带

4

，尾数
是

8

是
9

的绝对没有。 该男子见
周先生被说动，拿出一个本子，

问他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号，有
的话就直接办，价钱好商量。周
先生说了一个

3

个数一样的数
字，该男子要价

3000

元，友情价
最低

2500

元，还说如果是
2

个一
样的数字，

1500

元也可以。周先
生觉得要价太高， 想选个普通
的，最后讨价还价出

300

元跟该
男子从另外一个人那里选了个
带

8

和
9

的号。最后在选号台，果
真是一次性通过了选号。 在安
装牌照时， 周先生付了

60

元买
了两个牌照架， 算下来办了一
个牌照总共花了一千多元。跟
旁边的车友一交流， 顿时大呼
上当吃亏了。

接近年末，新车的销售处于
旺季， 为新车上牌照也是必须
的。在此需要提醒新车主，办理
相关车辆手续时，最好本人亲自
办， 不要因此上了“黄牛党”的
当。另外，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对
所谓代办的“黄牛党”进行打击，

防止他们倒号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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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海燕）两年前，河
区河港镇桃园农民资金合作社，由桃园
村、 郝堂村及马家畈三村联合发起成立。

当时， 入社农民把家中闲钱集中到合作
社，为社员提供资金互助服务。两年过去
了，这家合作社社员已从当初的

2398

人增
加到

8000

多人， 覆盖全镇
7

个村
68

个村民
组； 互助金规模由当初的

100

万元增加到
1000

多万元；合作社先后发放借款
533

笔，

不仅帮缺钱的农民解了燃眉之急，还增加
了农民家庭资产性收入。在这家合作社的
带动下，如今该镇农民资金合作社已发展
到
6

家。

“没有当初合作社借我的
5

万元，我的
茶场不会有今天的规模。”两年前，河港
镇桃园农民资金合作社刚成立，该镇马家
畈村种植户陈小权就找上门来，他的茶场
要扩大种植面积，还缺

5

万元，因找不到担
保人，也没有房产作抵押，银行不贷款给
他， 情急中他想到刚办的农民资金合作
社。没想到仅用了两天，合作社就完成了
所有借款手续，借给他

5

万元，解了燃眉之
急。

“都是急需用钱的， 虽然数额都不大，

但绝对是‘雪中送炭’。”该合作社理事长易
保建说， 合作社至今发放的

533

笔借款，都
和借给陈小权的钱一样， 全部用于当地农
民的生产和生活。 他们中有的缺创业启动
资金，有的缺买农药、化肥的钱，有的子女
婚嫁手头紧，有的拿不出孩子的学费。桃园
村村民张本志去年想创业筹办一个茶叶生
产机械厂，可租厂房、买设备得一大笔钱，

东挪西凑后仍缺
10

万元，他找到合作社。合
作社帮他进行市场评估后，

3

天内就办妥了
借款手续。茶叶机械厂开工，带动当地农民
就业，当年实现利润

30

多万元。

把农民手上的闲钱集中起来为农民提
供资金互助服务固然是好事， 但资金运作
没有规范可不行。易保建告诉记者，他们一
直在试点探索完善农民资金合作社运作规
范， 并初步形成了一套运作机制， 具体包
括：合作社必须有基础股金，即注册资本，

在乡（镇）设立的，不低于
200

万元，行政村
不低于

50

万元； 单个社员股金占合作社基
础股金比例不超过

10%

， 入社互助金最高
不超过

20

万元； 单个合作社规模不超过
5000

万元；合作社分红不分息，社员入股后
只能拿资金占用费和二次分红， 且费率不
能高于银行同期利率

2

倍；合作社限制在乡镇区域内发展等。

有了规范约束， 河港镇首家桃园农民资金合作社运行两年
来，

533

笔借款没有一笔出现风险。如今，这家合作社已发展成为
河区互助金规模较大的农民资金合作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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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态林业 精心打造绿色家园

党的十八大报告显示了国家对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视。近年来，平桥区在强力推动
林业生态建设的同时，按照市场需求，适时调
整林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截
至

2011

年年底，全区共发展桂花、白玉兰、冬
青、香樟、百日红、玫瑰等绿化苗木和花卉近
4000

亩，年产值
1600

万元，组建的各类花卉企
业有十余家。

张厚健是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郝塘村的

村民，自己在家里开了个农家乐，生意好的时
候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稍微清闲点，他就开
始摆弄起房前屋后的花花草草。他总结说，是
村里的好环境吸引了客人， 环境搞好了生意
自然也就兴旺了。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整修
花圃。“虽说我们住在农村， 但我感觉像是在
花园中住着一样，很舒适，这在以前是没有想
到的， 这几年村里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
保护建设，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许多游客，

给小型农家乐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大大
改善和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张厚健这样

告诉记者。

记者在郝塘村转了一圈， 只见上百年的
古银杏树、小桥流水、荷花池，到处都是优美
的自然风光。记者发现，村里像老张家这样的
农家乐还有好多家，家家生意都不错。为了保
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平桥区林业局成立林
业稽查队，定期巡查，宣传护林的重要性，并
对一些古树进行重点保护， 在村里记者就见
到了几棵挂着吊瓶的古树。 村里的桂花树很
多，村民祝开江自豪地说，到了

9

月份、

10

月份
桂花遍地开时，在村外的大马路上，就能闻到

花香。

记者又来到肖王乡， 远远就看见一排排
的大棚很是壮观。村支书说，这里种植的都是
玫瑰， 现在从事玫瑰种植规模最大的要数良
辰种植专业合作社了， 这个合作社在短短的
两年之内， 一跃成为平桥区花卉种植产业的
“领头雁”。 合作社理事长井明山给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目前种植玫瑰核算下来，成本是
每枝

3.6

角钱， 一亩地一年的产值能达到好几
万元钱，比起种植庄稼收益要好得多。这个玫
瑰园成立于

2010

年，规划面积
1000

亩，合作社
吸纳周围

41

名群众在这里务工。如今，在合作
社的带领下，附近农户也开始尝试玫瑰种植，

其中面积在
5

亩以上的就有
12

户。谈起今后的
打算，井明山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党的十八
大以后，国家提出发展绿色环保、生态经济，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块， 因此很有信心把
它做好做强，带动肖王的村民一起致富。

目前，在平桥区，丰厚的经济效益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群众投入到生态林业建设。

连日来，平桥区认真组织各单位以动员会、演讲会、报告
会等多种形式掀起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高潮。 图为平桥区
陆庙核心区居家养老中心的老人在学习十八大精神。

王友摄

□

本报记者赵锐

□

见习记者高晶晶

□

本报记者郝光

我国儿童专用药缺乏

用药“成人化”问题严重

儿童用药安全牵动着万千父母的
心。笔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目前儿童
用药在用法、剂量、产品类型以及说明
方面存在诸多隐患。

西宁市民温女士介绍，平时孩子有
个头疼脑热的，用药时非常矛盾。因为
很多药店都没有针对

1

岁以下孩子的药
物， 医生只能给孩子找一些成人类药
物，只是叮嘱“量酌情”，即使有一些儿
童类药物，药品说明书很多信息都不明
确，对药物副作用等信息只以“安全性
尚未确定”带过，这让她不禁担心起孩
子的用药安全。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利润低、研发
周期长、成本大等原因，许多药厂不愿
意生产儿童药。我国药品市场上，儿童
专用药缺乏，儿童用药“成人化”成普遍
问题，儿童用药安全很难保证。

据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用药不良反应率为
12.9%

，新生儿高达
24.4%

。而另一组数
据表明， 国内每年约有

3

万儿童因用药
不良致聋。 据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统计，

我国
7

岁以下聋儿， 超过
30%

是药物过
量造成毒副作用。

据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综合保健
科主任刘春晓介绍，相关用药信息不充
分，药物剂型品种单一的问题也困扰着
他们的临床用药。

刘春晓说，现在的药品说明书由于
有太多的慎用及不良反应，这使医生在
给药时很被动，儿童用药的说明书缺乏
专门针对儿童疗效的安全性数据，相关
用药信息并不完善。另一方面，目前临
床针对儿童的多为口服类和注射类药
物，对于

3

岁以下婴幼儿，片剂、胶囊剂
并不适宜，而注射剂的使用给很多儿童
造成了就医恐惧。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指出，

国家在对儿童药物进行审批时，不仅要
关注儿童用药的安全性，还要对药物规
格是否适用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给药的
装置是否便于儿童定量使用进行评价。

夏学銮建议，国家应设立专项儿童
用药研究基金，对儿童药物生产企业给
予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持政策，药物生产
厂家也应多关注儿童药物的研发，使儿
童能安全、有效、合理、经济用药。

□

李琳海吴光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