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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之余 请随手收好自己的垃圾！

在闲暇之余， 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电影
院看场电影，放松一下心情，不少人都有边
看电影边吃零食的习惯。 有多少人会在电
影结束后把自己“制造”的垃圾带走呢？日
前，记者对市区的一些影院进行了走访。

下午
3

时，正是暑期观影的高峰期，记
者来到横店影城看到，一波又一波的观众
正在排队等候入场。一杯可乐，一桶爆米
花更是成了人们看电影的标准搭配。电影

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保洁清扫人员最
烦恼的还不是这些。其实最难扫的是瓜子
壳和口香糖，瓜子壳会嵌在地毯里，还有
口香糖也很难清理。其实，随手把垃圾带
出影厅，扔进垃圾箱并非难事，尽管如此，

十有八九的观众都是将吃剩下的食品留
在了座位上。

在奥斯卡电影院，记者发现，有的观众
看电影时，也存在同样的不文明现象。一场
电影结束后，而偌大的影厅里，地上、座位
上、座位旁边的杯槽里，到处是饮料瓶、垃

圾袋和瓜子皮。观众离去后，仅一排座位，

就扫出了满满一簸箕的瓜子壳。“一场电影
结束后， 从放映厅里扫出成堆的垃圾是常
事。 有的观众甚至将吃过的口香糖粘在座
椅上； 电影院的座位被烟头烫烂的情况时
常发生；一些观众为了舒适，将脚踩在前方
座椅的靠背上，靠背上常留下鞋印，这些都
很难清理…… “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习惯
了，一般观众越多的场次，垃圾就会越多，

我能做的就是快速打扫， 不耽误观众看下
一场影片。”保洁员告诉记者。

而面对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随手丢弃垃
圾的现象，大部分市民认为，电影院是给
观众提供精神享受的地方，每个观众都希
望能在一个安静、 洁净的环境里观看电
影， 那么每个观众都应该从自身做起，注
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做一个文明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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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农村 七彩河道图

8

月
21

日，天空飘着零星小雨，给人们带来
了久违的清凉。在谭家河流域李家寨镇段的施
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河道污染治理及河岸
带修复的工程，在万冲村抗湾组，市环保局的
工作人员满怀豪情地对记者说，“按照河道治
理规划，这段河道将分为七段，治理后，河岸两
侧将郁郁葱葱长满植物，青的蔓、绿的藤、黄的
花，满眼的生机，成为独具特色的七彩河道景
观。”

据了解，谭家河流域李家寨段污染治理及
河岸带修复工程是我市南湾湖生态环境保护

项目
2013

年度重点工程， 总投资
3000

万元，分
两个年度实施，共治理河道

9.3

公里，涵盖河道
清淤、 湿地修复与构建、

15

座生态拦截坝的构
筑、堤岸护坡及绿化、

1

座桥梁改建以及沿河景
观营造等生态修复和环境整治内容。市环保局
陈先生告诉记者：“治理河道的目的是净化水
质，净化水质必须要有原生态和新生态相关措
施，将

12

公里的河道分为七段，根据河道地形
走势，分段栽种不同植物，利用各种植物的花、

叶等不同部分的不同颜色，临摹出彩虹‘赤橙
黄绿青蓝紫’的七彩马河景观，做到社会效果
与经济效果相结合，以及品质、境界、理念的完
美融合，从而实现张明春副市长在规划中谈到
的‘七彩马河’（谭家河流域李家寨段，通常被

称为马河）。”

在马河桥上记者看到， 河道内的挖掘机
正在繁忙地工作，由于近期是汛期，所以主要
的工作是清淤， 大型自卸车正往来穿梭运送
工程土，这里是整个工程

2

号标段。据了解，清
淤过后将根据地形、 地貌将原有生态系统和
重新构造的新生态系统结合起来， 形成统一
的自然景观。坡地、树下种植生命力顽强的草
皮；滩涂，种植湿地水生植物；同时在坡地和
岸上种植乔木、灌木来体现色彩。

15

道生态拦
截坝都将设计成跌水状，形成瀑布，采用不同
的设计结构造出不同的形态， 如树形、 螺丝
形、长城状等；坝上设计人行横道，采用形状
各异的石墩、 水泥墩等来完成造型和便民的

双重要求。

21

日上午， 记者环视河道两岸， 如今树
木成荫， 微风在稻田里掀起绿色的涟漪，几
只白鹭翩然而至，正在悠闲地觅食、嬉戏，三
五成群的农妇们在河边洗菜、洗衣，正热闹
着讨论家长里短，在养殖场拆迁之前，这都
是看不到的。养殖场的搬迁、河道的治理，在
于构建自然的生态环境，改善沿河村镇的生
活环境，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唤起民众保
护居住环境的意识， 从根本上保护了环境、

保护了水源。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人们的
心理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和谐而安乐的自
然环境，干净而整饬的居住环境，又有谁会
忍心地去破坏呢？

□魅力信阳我的家———南湾湖周边行之十二

农

机

补

贴

惠

民

好

切

勿

轻

信

骗

子

扰

近段时间，我市发生了多起假冒财政局、

农机局工作人员以给农户卡内拨付农机购置
补贴款为诱饵实施诈骗的事儿， 记者对此事
进行了调查。

家住河区李家寨镇杨岗村的一户普
通茶农李馀昌告诉记者：“依照国家今年新
实施的农机补贴政策， 我在今年春茶开采
前，全价购置了一台茶叶加工用的杀青机。

8

月
15

日下午
3∶30

至
4

点，我接到一个自称农机
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说补贴款已经到财政局
了，让我去领，之后又有个自称是财政局的
人打电话给我，说今天不办就过期了，这还
只能在自动取款机上弄。我急忙打了车到市
里的一家银行网点的

ATM

机前进行操作。等
操作结束之后， 发现本该多出

1900

元的卡
里，反而少了

2800

元，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我急忙报了警。

2000

多块钱对于我一个普通
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心
里非常不舒服。”

8

月
20

日上午
9

：

30

记者来到河区农机
局。 该局补贴办公室主任黄梅告诉记者：“被
骗的农户并不止李馀昌一个，

8

月
16

日中午
12∶00

多， 家住河港夏家冲的农民郝伦修，

也接到一个自称是农机补贴办的工作人员的
电话，问他银行卡里是否有钱。当时郝伦修就
在想中午

12

点多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 工作
人员也不可能会问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他
立即提高了警惕，心想这肯定是个骗子，他就
告诉对方自己卡里就几十块钱。 在得知郝伦
修卡里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 对方挂掉了电
话，没能对其实施诈骗。”

据了解， 在今年实行新的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以来，固始县、潢川县已有过多起类似事
件发生。如何避免更多农户被骗？河区农机
局副局长周兴发提醒广大农民朋友： 在购机
前一定要熟悉农机购置补贴的领取程序，正
规的农机购置补贴程序是：申请补贴指标、购
机、申请补贴、补贴公示、机具核实、发放补
贴。 农时需求和农机购置补贴不同步的矛盾
特别明显，所以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尽
快将第一批补贴资金支付到补贴企业， 并且
督促相关补贴企业迅速将补贴款对付到各个
实行全额购机的茶农手中。 广大农户如果再
接到冒充财政部门或农机部门让你们尽快对付补贴资金的电话
时，应该及时向河区财政部门和农机部门进行电话咨询。河
区农机补贴的办公室电话是

15137663188

，河区财政局农财科
的办公室电话是

6312785

。

记者手记：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国家对购置和更新农用机械农户的部
分补贴，目的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对发展现
代农业、 繁荣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一些无孔不入的骗
子，利用农户不熟悉金融行业，淳朴善良、警觉性低的弱点，想出
各种骗局，骗取他们的血汗钱。本报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遇到
类似的事情发生，要及时向相关部门核实是否属实，切不可匆匆
到银行办理打款、转账等业务，防止上当受骗。

今年夏天炎热异常，我市各游泳场所人满为患，由此而去学习游泳的孩子也多了许多。

日前，在市十三小学的游泳馆内举办了一次小型的游泳比赛，以此检验孩子们的训练成绩。清澈的游泳池里
随着哨声响起，小朋友们虽然动作不太熟练，但是游得极为认真，孩子们的家长比游泳池里的选手更紧张，游泳馆
内到处回荡着加油声。一位家长说，孩子从小学游泳既锻炼了身体，又能清凉度夏，一举两得。

本报记者郝光摄

清凉一夏

劣质餐巾纸卫生隐患多

市民外出就餐最好自带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近
日，央视曝光了劣质餐巾纸生产
黑幕，记者在走访我市部分小吃
摊、饭店时发现，不少免费餐巾
纸纸质较差、灰尘多，医生提醒，

市民外出就餐时最好自带纸巾。

昨日，在东方红大道的一个
胡同内，记者看到这里卖早餐的
摊点有

10

处左右，除了可口的小
菜、调味料等，几乎每个摊点的
饭桌上都摆放着免费纸巾，不少
市民在吃饭过程中，时不时拽上
一截，擦擦嘴和汗水。记者发现，

这个胡同内卖早餐的商户给顾
客提供的大都是卷纸，纸张薄得
透亮，颜色或发黑或发黄，手感
十分粗糙，纸面还带有黑点和颗
粒状的东西。

近年来， 在我市许多饭店
就餐，纸巾都开始收费了。一些
饭店却很“大方”，每次都拿上

一大叠纸巾，在“免费”字眼的
驱动下，对于纸巾是否卫生，很
多市民都忽视了。“我家孩子才
两岁， 吃饭时总是弄得满嘴都
是油，赶紧拿桌上的纸擦擦，又
不要钱，所以没多想。”市民高
女士说。 市民张女士则表示：

“我也注意到纸巾的卫生状况
了， 但有时候自己忘记带或者
带的不够用，又不想花钱再买，

就硬着头皮用饭店的餐巾纸
了，总不能吃完饭不擦嘴吧。”

劣质纸巾对身体危害有多
大？市中心医院传染科陈医生表
示， 劣质纸巾里都会掺杂滑石
粉，产生大量细菌，长期使用的
人群很容易引发肠炎、 伤寒、痢
疾等疾病，甚至是胆、肾结石，严
重的可能影响儿童的智力。他提
醒市民外出就餐时最好自带质
量合格的餐巾纸。

信阳：有种“得劲”就叫“石凉粉儿”

在信阳，尽管酷暑难耐，但是在河边、

在树荫下等纳凉的地方，总能遇到一两个
写着“冰镇石凉粉”的小摊子。无论多热，

一碗冰凉的石凉粉儿下肚，顿时让人暑气
大消，仿佛身上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张开
了。 在网络上传播的《信阳话八级考试》

中， 如果将题记中的几个词串在一起，就
会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情景剧：有个老几
去乘凉，遇到一个口妮子，喝了一口石凉
粉儿，大叫一声：得劲！

彩虹桥下沿河道边卖石凉粉儿的李
奶奶今年

72

岁高龄了，据她讲述：“我卖石

凉粉儿已经
50

多年了，我们家世代都是做
石凉粉儿的，在我

7

岁的时候，才卖
5

分钱
一碗。我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见
大家吃着我做的石凉粉儿高兴的样子。”

李奶奶家的石凉粉儿每天都会卖个精光，

很多人慕名而来排着长队来吃。

李奶奶身上有着关于石凉粉儿的故
事：在解放初期，一对夫妇每天都在街头
卖着一种叫“石凉粉儿”的食物，他们有个
7

岁的女儿。 小女孩每天站在凳子上帮父
母给客人们盛着石凉粉儿，渐渐地小女孩
长大了变成了大姑娘， 也学会了做石凉
粉。过了几年，大姑娘变成了孩儿他妈，去
了武汉工作，等到孩子们都大了，孩儿他

妈想起了自己珍藏的手艺，又开始回到信
阳卖起了“石凉粉儿”。这孩儿他妈就是李
奶奶。

“我每天晚上卖完石凉粉儿回家将近
11

点了，和老伴一起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紧
接着就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石凉粉儿， 通常
做好后就已经凌晨三四点了。 每次做的石
凉粉儿几乎都没有剩的，都卖光了，”李奶
奶自豪地说着，“有时候看到来买我石凉粉
儿的顾客排了很长的队都没买到， 虽然想
每天多做一点，但我年纪大了，而老伴因为
年轻的时候要挣钱抚养

7

个儿女， 太过劳
累，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体力跟不上了。常
常看到有的人排了半个小时的队还没吃
上， 还有的为了吃一碗石凉粉儿跟前面的
人商量，我的心里啊，是又开心又无奈。”

李奶奶还告诉记者：“我的想法很简单，

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图个心里高兴。我看
到大家吃了我做的石凉粉儿开心，大家喜欢
我做的东西，我就很高兴。还有很多人从很
远的地方跑过来买， 一次买好几碗带走，我
人老了就好面子，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有吃
过我的石凉粉儿的人还跟我打招呼，我这心
里啊， 别提多高兴了。” 李奶奶笑得合不拢
嘴。但是李奶奶话锋一转，有些难过的神情，

“经常会有人来问我， 我的石凉粉儿和其他
家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也不清楚哪里不一
样， 但我做的石凉粉儿用的方法是最传统
的，是最正宗的做法，没有任何香味剂、添加
剂之类的。而且这石凉粉儿还特别怪，只有
用信阳的水做出来的才好吃，这是外地人尝
不到的东西。我希望信阳的石凉粉儿能够一
直传承下去，这种民间小吃，是信阳的一种
特色，千万不要断了‘香火’。”

□

本报记者赵锐
实习生王金佳吕秋阳

图为李奶奶正开心地卖着石凉粉。 本报记者张诗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