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上天梯管理区注重引导
辖区内企业向环保型、 科技型、 创新
型、节约型方面发展，着力打造世界最
大的非金属矿产品基地。

上图：管理区内方浩公司去年研制
投产高科技产品———轻质陶瓷，工人们
正加班加点把这种陶瓷贴到样板墙上。

左图： 方浩公司在抓矿产品生产
的同时，突出环保理念。瞧，厂区一隅，

两只羊正在悠闲地吃草。

本报记者栗萍张国亮摄

“时尚”过年欢乐多

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年年“事”不同。

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独特的高兴事
儿。在潢川县，人们的过年方式也精彩纷呈，

除了保留购年货、贴对联、吃饺子、拜年等这
些老习俗，越来越多的家乡人正以“时尚”新
方式欢度蛇年的到来。

“网购年货”那些事儿
年前，在报纸上看到《网购年货成为潢

川居民新时尚》的报道，说今年网购年货的
家乡人特别多。没想到，记者在拜年第一天
就遇到了年货网购“达人”。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一，记者跟随父母

到大姨家拜年。大姨拿出瓜子、糖果、葡萄
干、开心果、大杏仁等近十种零食来招待。正
想着这品种可够丰富的， 就听表姐高兴地
说：“快尝尝， 这些吃的都是从网上买的，特
划算。”这时，一旁

6

岁的小侄女指着身上的
红色羽绒袄说， 她的新衣裳也是从网上买
的，姥姥的也是。

原来，过年前一个多月，大姨家就迷上
了网购年货。表姐说，年底很多店清仓，折扣
力度很大呢， 先是给自己买了一件羊毛大
衣，才

299

元，比店里的便宜一半多。接着又
帮妈和孩子各选了一件羽绒袄。后来，又在
网上选了瓜子、果脯、糖等。于是，过年前几
周，一家人都忙着天天上网查快递、付款、收

货，从网上买到了实惠的东西，一家人心里
都美滋滋的。

“每逢过年，超市、商店里的东西都要上
涨，今年从网上购买年货，省下了上千元，也
算过了个节俭年。”表姐夫接着说，买的东西
多了，也见识了网上卖家真是多，有的服务
好，买回的东西满意，有的“名不副实”，质量
特别差。为了避免网购“陷阱”，表姐一有空
就上网查看论坛上的各种“网购攻略”，还悟
出不少网购心得，如今，表姐已经成了一位
网购“老手”了。

“过年旅游”不亦乐乎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初二，记者在手机上
网刷微博， 看到了不少本地网友发图文，晒

自己过年出外旅游的图片，看来过年旅游的
“时尚风”也刮到县城了。正浏览着，一张张
“全家在香港”的图文引起记者的注意。

“

2

月
10

日，初一，上午在正宗港式茶餐
厅，吃着鱼蛋、馄饨、车仔面加冻鸳鸯。”

“

2

月
11

日，初二，来到迪斯尼就像进了
童话世界，一家人都乐翻天了！”……

“这不是彭姨一家吗？”记者将手机赶忙
递给一旁的老妈。仔细瞧了瞧，老妈说：“可
不是，年前几天，你彭姨就打来电话说，今年
去深圳到女儿家过年，一家人还打算趁着春
节假期去香港玩。 现在大家生活都富裕了，

你彭姨老两口今年又退休了， 有的是时间，

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

想起以往过年，家乡人基本是在本地走
家串户，和亲戚、朋友吃吃喝喝，或打牌搓麻
将打发时间。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
家的过年方式也日益丰富起来。 记者期望，

越来越多的“时尚”过年方式能走进县城，为
家乡人带来更多的欢乐。

农家用上“土”暖气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九，记
者走基层采访来到河区东双
河镇王店村。刚到村口，就见一
户人家院内停着几辆摩托车，想
必是来了拜年的客人，便走了过
去。 屋主人熊刚听说记者来采
访，热情地把记者让到屋内。

一进屋， 便感觉热烘烘的，

记者奇怪地问： “怎么这么暖
和？” 熊刚指着屋内一个安装有
长长铁皮管道的炉子对记者说：

“这是我家新装的暖气， 实用又
方便，比空调制热效果还好！”记
者走近炉子，仔细观察，发现炉
子比我们小时用的煤炉大一些，

上面盖有一个圆形铁板，炉身侧
面有一个炉门， 用小铁片拦着。

熊刚说，这种炉子现在豫南农村
很流行，很像过去的煤炉，但烧
的是干柴，不仅能取暖，把炉门
打开后还能炒菜、烧水。过去天
冷时， 农村家家户户烧干柴取
暖，越烤越冷，而且灰烬落得满
屋都是， 有时烟熏得睁不开眼。

用了这种炉子后， 灰烬留在炉

内，热气顺着管道散发，烟气也
随着排出室外， 既暖和又卫生。

他指着整洁的室内对记者说：

“这不比城里差吧。 现在农村人
收入高了，解决了温饱后，也开
始讲究生活质量了，今年村里家
家户户都用上了这种炉子，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 聊天，感
觉很舒心。 有时外面下大雪，坐
在屋内暖和得还出汗呢。”

熊刚在郑州上大学的女儿
告诉记者，她们学校每到冬季都
放暖气，想着回家过年肯定要挨
冻了，没想到今年过年家里装了
这种“土”暖气，和在学校时一样
暖和。

熊刚农忙时在家采制茶叶，

农闲时到市内建筑工地干焊接
的技术活儿，每天能挣

200

元钱。

儿子在市内一餐馆做帮厨，一月
也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日子过得
就像他说的“美着呢”。临别时，

熊刚的妻子抓了一大把糖果，非
要塞到记者手里。熊刚在一旁笑
呵呵地说：“记者同志， 拿着吧，

吃了这糖，咱们今年的日子会更
加甜甜蜜蜜。”

怡景翠苑实行刷卡管理并不违规

春节期间，一位读者
来信反映：怡景翠苑社区
实行电子刷卡服务是否
合理。近日，围绕这一问
题，记者采访了怡景翠苑
社区负责人。社区负责人
告诉记者，小区车辆实行
电子刷卡出入管理，这是
应广大业主的要求实行
的。它的实施有利于社区
车辆规范管理，另外也有
利于保障社区业主自身
车辆的安全停放。

社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 怡景翠苑位于

107

国
道， 建筑面积

5

万多平方
米，

480

多户。由于小区无
地下车库，地面停车位很
少， 社区内只能满足

110

多个业主自己车辆的停
放。外来的车辆，只能挤
靠路边停放。加上小区内
又有几户家庭餐馆，及来
来往往走亲访友的车辆，

业主回来晚了就找不到
车位。为此，许多业主强
烈要求同其它小区一样

安装电子设备，实施刷卡
出入管理。

对于实行刷卡管理是
否合理，这位负责人说，实
行刷卡管理， 与物业有关
法规并不冲突， 只要符合
广大业主利益， 且大部分
业主自愿， 就可以实行刷
卡规范管理。这一做法，目
前在全国许多城市社区都
在执行。有的城市社区，还
对社区车位实行公开“拍
卖”。他们社区是从前年开
始实行刷卡管理的。 实行
刷卡管理： 一是符合规范
管理， 二是市内许多新小
区都已实行， 三是能保障
业主停车和车辆的安全，

四是便于小区道路交通管
理。 所以他们于

2011

年—

2012

年，筹资
5

万多元，整
改了小区红外线电子监控
和车辆刷卡电子监控设
备。实施刷卡管理后，许多
业主反映说：“小区道路
车乱放的少了，外来车辆
控制了，我们回来再晚车
也有地方停了，物业也省
心了……

□

本报记者张诗绮郝光

□

本报记者赵锐

“光盘” 你行动了吗？

“今天，你光盘了吗？”近日，以“光盘”为
主题的公益活动引发关注，晒出自己吃得一
干二净的盘子成为风尚。“光盘”行动自年前
开展以来，得到了许多市民支持，而一些商
家也就“光盘”行动做出了回应。那么我市广
大市民和一些酒店管理者对此如何看待呢？

日前，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2

月
19

日， 记者来到位于我市八一路的
凯司令酒楼总统店。刚走到店门口，记者就
看到在进门的

LED

上不停地流动着“吃饭不
忘农人苦，勤俭节约人自尚”的宣传语。在一
楼和二楼大厅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提示
牌，上面写着“节约每一天，快乐每一天。请
适量点菜，餐后请打包”。在包房的走廊里还
挂着“米粒虽小君莫扔，勤俭节约留美名”的
宣传牌和一些贫困地区儿童的照片，这些贫
困儿童的照片使人在视觉上很震撼。餐厅经
理丁丹告诉记者，她们酒店员工的工作餐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酒店有员工
100

多名，以
前工作餐， 不论员工爱不爱吃都炒一盆，结
果最后都浪费了，现在酒店每个周日都统计员
工下周自己要吃的菜品， 如果一道菜有

1/10

的
员工不喜欢吃，那就不炒，避免了浪费。

在园林大酒店，大堂经理洪昕说，自开展
“光盘”行动以来，酒店就推出了公务套餐，很
多品种的菜也都推出了例份（小份），年前和
过年这段时间， 前来消费的客人用餐量和消
费总体下降有

50%

左右。 就餐的市民都比较
注意节约， 点高档菜品的人也明显减少了许
多。就鱼这道菜来说，以前客人们总是点一整
条，吃不完也就浪费了，现在点烧鱼块的多了
起来，几乎都能吃完。打包的客人也明显多了
起来， 酒店之前一个月要花

200

元买打包袋，

现在一个月需要
400

元，翻了一倍。

“我们酒店实行‘三不自由’，一不自由：

不多点菜，避免浪费。二不自由：不过量饮
酒，避免伤胃。三不自由：不乱点菜，避免食
物相克。 酒店自开业以来一直都有小份菜，

点菜时，服务员会提醒客人点菜的数量。”小
蓝鲸酒店经理杨道永说。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有一种公益叫光
盘。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中的美物。要身体
力行，反对浪费，从我做起；盘行动，大家行
动起来！” 这是记者在我市金色阳光酒店的
就餐大厅和楼梯口所看到的宣传展牌。大堂
经理熊丽对记者说，现在的客人来吃饭变化
很大， 大多数客人在点菜时都比较注意节
约，打包现象也很普遍了。有时，即使客人不

说，服务员也会将剩的比较多的菜主动打包
交给客人带走。

对于“光盘”行动，我市很多酒店都积极
参与进来， 那么广大市民对此又有何看法
呢？记者在我市一酒店一楼大厅，三位刚刚
吃完饭的年轻女士叫来服务员要打包。记者
采访得知

,

三位顾客都早已经通过报纸和电
视、网络等渠道了解到“光盘”这个词汇。

“到饭店吃饭要本着吃多少点多少的原
则，在家做饭也一样，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要
把握好饭菜的量，不要因为面子问题造成浪
费。有人觉得打包很‘丢份’，但我不这么觉
得。打包，要从观念转变开始，让‘光盘’成为
时尚，成为光荣！”刘先生说。

勤俭节约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现在“吃尽盘中餐”已成为一件十分光荣的
事情。革除中国式“剩宴”的陋习，对每一个
人来说，是一种担当，更是一份责任。只有大
家携起手来，才能真正厉行节约。我们恳切
呼吁人们支持并参与光盘行动。

□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五龄童三楼坠落，警民合力相助

昨日， 民生工作室来了一老一小
两位客人， 他们是特地赶来想通过媒

体向救助他们的好心人表示感谢的。

老人姓谢，小孩是他的孙女，叫谢
雅夷，今年

5

岁了。农历腊月二十三这
天， 老人带着孙女来到樱桃园小区女
儿家过小年，中午因为有事要外出，老
两口看见小雅夷在沙发上睡着了，就
给她盖了个小被子，然后锁上门。疏忽
中他们忘记锁上通往阳台的门就走
了。办完事回家一看，沙发上只有掀开
的被子，孩子却不见了踪影，通往阳台
的门开着，阳台上放着一个小凳子。老
两口当时就蒙了， 因为女儿家的阳台
没有防盗网， 孩子肯定是从阳台上掉
下去了， 这可是三楼啊， 后果不堪设
想。老谢赶快拨通了

110

电话，不一会，

老城派出所的民警通知他们说， 孩子

确实是从三楼掉下来了， 现正在市中
心医院抢救。

老谢急匆匆赶到市中心医院急
诊室， 此时小雅夷已经苏醒过来。医
生介绍说，经过全身检查，孩子并无
大碍，只是摔断了一根肋骨，脖子有
些轻微扭伤。听到这个消息，老谢一
家人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在老城
派出所，老谢得知，孩子掉下去后是
两位过路的好心人把她送到市中医
院并通知了派出所，当时派出所的朱
振林、王道亮二位警官看见孩子已经
休克，又赶忙把孩子转到市中心医院
进行抢救的。

老谢告诉记者， 多亏了这些好心
人及时救助，他的孙女才会安然无恙。

他希望能打听到送孩子的两个过路好
心人是谁，并向他们道谢。当记者电话
联系上朱振林警官时， 他只是淡淡地
跟记者说没什么好感谢的， 这也是他
们应该做的事情。

已经出院的小姑娘谢雅夷。

洋媳妇感受信阳年味

来自俄罗斯的姑娘斯维达
和她的中国丈夫已经结婚

6

年
了， 小两口一直定居在上海。她
对于中国的春节也早已熟悉了，

按中国的习俗，过年是要回公婆
家里过的。这不，农历正月初七
中午，她要和家人一起来到平桥
磷肥厂家属院给丈夫的四姨和
四姨夫拜年。

今年
32

岁的曹阳，全家人都
是信阳市人。他娶的“洋媳妇”斯
维达， 是典型的俄罗斯族姑娘，

金黄色的长发， 白皙的皮肤，婷
婷玉立。“我很喜欢中国的春节，

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各种美食。

我对这边的环境很适应，在信阳
过年很开心。”记者见到她时，他
们一大家子正在高高兴兴地拉
着家常。斯维达的汉语说得相当
流利，和家人一起交流起来很方
便。一见面她就爽快地对记者说
起了她和丈夫相识想恋的过程：

“我和他是在俄罗斯认识的，那
时他在俄罗斯留学，我们就在美
丽的贝加尔湖畔相恋了。他是个
很传统的中国人， 对父母孝顺，

很有责任心。中国有句成语叫夫
唱妇随，所以，一到过年过节，我
就跟他一起回信阳和公婆在一
起。”斯维达的四姨夫，平桥磷肥
厂的职工老韩告诉记者，他这个
“洋外甥媳妇”性格温柔，又有学
识， 现在俄罗斯一所大学任教，

很受他们一大家子亲戚朋友的
喜欢。

春节期间还要走亲访友这
一习俗， 让斯维达感受特别深：

“在中国，春节期间要做很多事，

去各个亲戚家里玩。我们在外国
没有，都是在家里吃东西，跳舞
唱歌。”正说着话，斯维达今年

5

岁的女儿尤利亚蹦蹦跳跳地跑
过来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们：

“我喜欢在信阳过年， 因为家里
的很多爷爷奶奶姑姑叔叔都会
给我压岁钱。” 小尤利亚的话又
引来大家一阵笑声。

斯维达说，在信阳，过年的
时候会燃放鞭炮烟火，庆祝新年
的到来，整体氛围很热闹，而在
俄罗斯， 家家户户买来圣诞树，

在家播放优美曲目， 显得较为安
静，一切显得比较简单。而在信阳
过年，让她感觉很开心、很热闹。

□

见习记者郭靖

新春走基层

【春节记者返乡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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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 你们辛苦了

过年了，街上的人逐渐稀少，跟家人团聚、

走亲访友是一种享受，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
统。但是在这期间，仍有许多人工作在自己的
岗位上， 他们放弃了跟亲朋在一起的温馨时
刻，选择了对社会的付出。

环卫工人
春节期间，垃圾量大增，给环卫工作带来

极大压力。为确保春节期间给市民及外地游客
创造一个优美、整洁的环境，环卫工人们在确
保市区日常环境卫生正常保洁的基础上，还在
部分繁华道路与客流量增大区域，加大道路清
扫保洁力度、延长保洁时间，全天候奋战在第
一线。修理厂工作人员为保障环卫车辆正常行
驶，加班加点，提前做好车辆的排查检修工作，

做到车辆不“带病”上岗。环卫监理监察人员也
主动坚持正常巡查，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维护城市形象。据统计，春节期间，我市共
清运垃圾约

5000

吨。同时，我市
17

座中转站和
市管

77

座公厕，在春节期间仍全部正常运转和
使用。记者在路边采访了一位正在清扫烟花爆
竹碎屑的环卫工人。 她说：“城市就像我们的
家，多年工作，我们也与大街产生了‘感情’，看
到这里干干净净的，心里觉得很踏实。”

天然气供应人员
过年的饭桌上，一道道可口的菜肴从锅里

盛出来，亲朋们品尝佳肴，把酒言欢。此时，富
地燃气公司营业大厅的值班人员却仍坚守在
岗位上，等候着每一位前来购气的市民。工作
人员小洁告诉记者：“不仅是购气方面，我们其
他后勤保障的员工也全力工作在第一线，并且
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工作，没有一丝
松懈。 我们的服务热线照常接待市民来电咨
询；公司调度、场站运行分三班

24

小时值班，值
班期间值班人员履行交接班手续，严禁无故脱
岗、缺岗，严禁饮酒；长输巡线队、城网巡线队
人员严格按照值班表排班巡查，以保障燃气管
线的正常运行。燃气抢险车辆随时待命，抢险
人员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以确保能够及时处
理突发险情。 为了全市人民的方便与安全，我
们觉得很值。”

供水管道维修人员
谁曾想过， 如果当家中亲朋满座的时候，

突然停水了的话， 那将是何种尴尬与焦急？我
市自来水集团拆表班师傅高明伟告诉记者，不
必担心，就算过年，他们也会认真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如遇故障或是险情，抢修工人们会
在第一时间奔赴故障地点，全力抢修，确保市
民的正常用水。 高师傅告诉记者：“抢修班、维

修班、便民服务班的同志们最辛苦，现在气温
很低，尤其是夜间，而他们基本上每次外出作
业时都是在室外，无遮无掩，身体冻得发抖，手
脚冰凉。在施工现场，他们跳进冰冷的泥坑中，

拿着铁锹一点点地将管道挖出来进行维修。但
每次他们修好一处， 就像打了一场漂亮的胜
仗，成就感带来的满足，已经远远超越了恶劣
条件所带来的痛苦。”

电力安装工人
“

10

千伏五
5

线出现故障，有客户反映在
29

杆至
30

杆有导线烧断，请速到现场查明情况！”

2

月
18

日下午
4

时
35

分左右，正在参加春节保电
配网梳理总结会的配电抢修班班长陈荣群接
到
95598

的指令，立刻出发赶往故障地点。

当时天公不作美，雨越来越大，还有夹雪
的趋势， 心里焦急的陈荣群于

4

时
45

分赶到现
场。经过仔细勘查，大家发现线路

29

杆至
30

杆
之间的线路

B

相断落，急需抢修。从现场情况判
断，此故障系雷击造成。

陈荣群一面电话回复调控中心，要求协助
转移线路负荷，缩小停电范围；另一方面根据
故障情况，现场做好抢修方案，调配抢修力量、

工具和材料。

17

时整，

5

名抢修人员带着工具及材料全
部到位。

29

杆到
30

杆间的线路沿着山坡走势而

建，全长
60

多米。同时，线路下方还有住房，给
快速抢修造成困难。

这时，雨已停，但雪却越下越大，风也越来
越猛。气温骤降，整个斜坡上结了一层薄薄的
冰，连电杆上也开始敷冰。

放线是此次抢修的难点。抢修人员采取搭
梯上房的办法将导线展放。房顶已敷上一层厚
厚的积雪，十分湿滑。抢修人员手脚并用，小心
翼翼地在屋顶上爬行， 翻越一间又一间屋顶。

在危险的屋角，他们不得不动用斗臂车，以保
证安全。

导线好不容易放完， 但上杆又成了问题。

由于电杆敷冰， 抢修人员难以用脚扣上杆。因
地势所限，斗臂车的斗臂也难以延伸。没办法，

抢修人员程凯、汪强、杨长青用麻绳绑在脚扣
上，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狂风裹挟着鹅毛大雪迎面扑来，吹得大家
睁不开眼。不大一会儿，大家手脚僵硬，全身披
雪。雪水很快浸湿了棉衣，冻得大家瑟瑟发抖。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冒雪奋战，故障线路终
于抢通。“来电了，谢谢你们，不然这么大的雪
夜晚可怎么办？”看到家中重新来电，又望望几
个收拾工具的“雪人”，附近的群众激动地说。

有一种无私叫放弃， 有一种执着叫坚守。

我们向这些一线工作者们深深地致敬！

过年忙献爱心

2

月
14

日，农历正月初五，春
节还没结束，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来临。当天，天空隐隐飘着细雨，

却阻挡不了人们出来游玩的热
情。走在街上，看到许多商家趁
着情人节，在门口摆放了鲜红的
玫瑰花，为春节增添许多喜庆的
色彩。

在滨河大厦前，记者意外发
现“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情人节
玫瑰义卖活动。“请您为孤寡老
人和贫困儿童献一份爱心。”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手持着红
色玫瑰花，抱着募捐箱，穿梭在
人群中。通过了解，记者发现筹
办活动的志愿者大多是

90

、

80

年
代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放弃了春

节假期， 有的顾不上陪女友逛
街， 一大早就聚集在滨江路上，

开始慈善义卖活动，在爱意中体
验过年的欢乐。

在志愿者们的热情感染下，

前来买花的爱心人士络绎不绝，

100

元、

50

元、

10

元等各种不同面
值的人民币在透明的募捐箱里
清晰可见，。 一位穿着白色棉袄
的年轻母亲也来到志愿者身旁，

将钱塞进募捐箱内。拿到志愿者
送上的一支玫瑰花后，这位母亲
将它递到身后三、四岁大的孩子
手里。这一刻，拿着玫瑰的孩子
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高兴地将
玫瑰花紧紧握在胸前。

的确，为别人献出爱心的同
时，也送给自己一份有意义的新
春礼物。

为切实维护节日市
场秩序，保证食品安全，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淮滨县工商局春节
前后在全县范围内持续
开展节日市场专项整治
行动， 严打销售假冒伪
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全
力保障春节期间食品消
费安全。截至目前，该局
共检查食品经营户

1200

余户次， 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

56

份， 立案查处
假冒伪劣食品案件

3

件，

查扣假劣食品
52

公斤。

陶勇耀项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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