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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得
有
点
晚
，下
得
有
点
大
”

本报讯（记者孙浩然张继疆）上个
周末的强降水， 在给我市农业生产带来福
音的同时， 也给城市交通和市民出行带来
了诸多不便：路段积水，水面之下存在多处
安全隐患；地势低洼，积水倒灌进商铺。

在新华东路的弘运汽车站附近， 由于
排水不及时，黄色的积水达

50

厘米深，无法
看清水下的地面情况， 不少前来乘车的市
民只能沿着前面人的脚步，慢慢地前行。

在四一路涵洞南侧， 由于雨势较强，

且冲下来的水夹带泥沙，造成四一路立交
桥地下管道排水不畅。交警和市综合执法
工作人员，在桥头拉上了警戒线，并冒雨
指挥交通。据了解，工作人员从清晨五六
点钟就已经开始在此处执勤了。

在四一路与新华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原本标记着斑马线位置的地方散落着数根
粗大的电缆， 旁边还站着一名打着伞的女
士在不停地提醒过往行人此处有“深坑”，

但仍有数名市民不小心一脚踏进坑中，浑
身湿透，幸无大碍。直到记者向执勤交警反
映此情况，交警在此处安放了反光锥，并在
此停了一辆执勤车之后， 该女士才转身离
去。

四一路立交桥下的高位积水倒灌进四
一路，沿街商铺被淹，街边某专卖店的老板用
沙袋堵住了大门，但收效甚微，旁边小商品连
锁超市内已经满是污水，附近不少早餐摊点
的经营户要么干脆暂停了生意，要么站在板
凳上卖着早餐。

近几日的雨水天气，使我市气温迅速下降，让市民们感到了
秋日的凉爽。同时，不少市民也纷纷表示，这雨“来得有点晚，下
得有点大”。

8

月
24

日，我市突降暴雨，市区内多处被积
水淹没，在路上行人匆忙躲雨的时候，记者却发
现环卫工人还在坚持工作。 市区中山北路的千
盛百货商场附近的路上， 一位身穿橙色环卫服
的环卫女工打着雨伞、穿着胶鞋在雨中保洁，当
她看到因为雨水的冲刷将垃圾堵住了路边下水
道格栅的时候， 她蹲在路边用手在水中摸索着
把堵住下水道的垃圾一点点抠出来再扔进垃圾
桶里。记者感动之余，心想，如果我们的行人都
自觉一点，不随地乱扔垃圾的话，我们的环卫工
人还用冒着雨做保洁吗？

雨 中 保 洁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本报
8

月
21

日民生新闻版刊发的
《光山县：出生证明也得“怀胎十月”》，

反映光山一刘先生为了换一张孩子正
式的《出生医学证明》而奔波三个月却
始终办不成。光山县卫生局对此进行了
调查并提出了整改意见。

为了确保新生儿能快速领到《出生
医学证明》， 该县卫生局制定了三项整改
措施：一是改变发证办法，新生儿优先发
证， 从

9

月
1

日起，

2013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的

新生儿凭医疗机构出生证明及相关手续
到县妇幼保健院当日换发《出生医学证
明》。二是改变发证形式，推动《出生医学
证明》在助产机构直接发放，让每一位新
生儿在出院时即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三
是对过去未及时申请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现要求补办的儿童，积极向上级主管
部门申报，要求增加证数，经审核后发放。

三是严格管理，按照《出生医学证明》的管
理规定，配备专人分别管理《出生医学证
明》和《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证章分开，

杜绝人情证，保障办证的公平有序。

□

本报记者郝光

□

本报记者孙浩然
见习记者韩蕾买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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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项目：每个补助50万元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昨
日，记者从市政府获悉，目前，

我市正着手对“菜篮子”产品畜
牧项目实施补贴， 重点扶持一
批有一定规模， 生产技术基础
好， 并在增加产品产量和提高
产品质量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畜
禽养殖基地， 以改善其生产条
件，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强化品
牌建设，大力推进标准化、集约
化、现代化生产，提高抗御灾害
能力。

据悉， 该项目重点支持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经工商部门
登记注册的畜牧业农民合作
社，主要支持畜种包括生猪、蛋
鸡、肉鸡、肉牛和肉羊。养殖户
的养殖规模需符合以下标准：

生猪年出栏
0.5

万
~5

万头；蛋鸡
存栏

1

万
~10

万只；肉鸡年出栏
5

万
~100

万只；肉牛年出栏
100

到
2000

头； 肉羊年出栏
300

到
3000

只。 具体补贴标准为：生
猪、蛋鸡、肉鸡每个项目补助

50

万元；年出栏
100~1000

头的肉
牛项目每个补助

30

万元， 年出
栏

1000~2000

头的肉牛项目每
个补助

60

万元； 年出栏
300~

1000

只的肉羊项目每个补助
25

万元， 年出栏
1000~3000

只的
肉羊项目每个补助

50

万元。

养殖户可以向畜牧部门提
出申请，在申请补助资金时，申
请数额必须与养殖规模、 改造
建设内容相适应， 并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小学生暑假作业挑战智商

近日， 一些小学生的暑假作业题触动了网友们的神经。比
如，根据节奏，写出乘法算式：

1.

叮叮叮，叮叮叮
____

；

2.

啊，啊，啊，啊
____

。你能算出这些
特殊的加减法吗？

@

焱：居然连题目啥意思都没看懂。幸好小学读得早，不然
怕连小学都毕不了业！

@

骑着蜗牛闯世界：都去小学深造去吧，智商余额不足啦。

@

罗商其：哪里是智商余额不足，是智商欠费，要到学校交
学费了啊。貌似现在学校知识都涉及不同领域了。

@

星辰姐姐：随着教改的推进和减负的实行，小学生的假期
作业真是越来越有趣味。

@

香香
in

东京：看到不知所云的小学数学题，感觉中国教育
走火入魔了。

@

刘贺鹏
:

这道题应该是考察音乐知识，反正我是不懂！对于
精通乐谱的小学生来说，应该不算太难吧！

@

刘洋： 现在的孩子真不容易啊， 出题的老师都是外星人
么？

@

韩毅弘：其实这就是一道发散思维的题目，只要学生能说
出合理的原因都算正确。大家吐槽呆板的中国教育，什么都有标
准答案。可遇到这种新型的题目时，又开始吐槽了，能正常一点
吗？

@

一中一月：真是比脑筋急转弯还转弯。我们上小学时好像
也做过类似的题目。小学嘛，哪有那么紧张，就应该天天玩，培养
兴趣。让孩子做这些无聊的题目干嘛。

@9

秒灿烂为贾绽放： 我们的寒假作业和暑假作业都超难
的，做不完……

□民生视点

暑期：书店图书很“受伤”

书店工作人员称，日均看“破”六本书

有工作人员巡视，有空调，还有丰富的图
书……在不少父母眼里，书店就是孩子暑假最
好的去处。一到暑假，我市的几家书店就成了
学生青睐、家长放心的“避暑胜地”。 然而，许
多书店对此却是喜忧参半。因看书而使图书破
损、撕页等现象的发生，令经营者苦不堪言。

书店成为“托儿所”

暑假，孩子们往哪里去？记者调查发现，因
为图书馆不仅有孩子们酷爱的图书，而且环境
不错，于是，市内大多图书馆就成了不少家长
的临时“托儿所”。

乐乐下学期读四年级，他说，假期家里没
人，妈妈在新华书店附近上班，所以暑假开始
以后，妈妈每天都会把他送到书店看书，下班
再接他回家。妈妈还为他准备了一袋零食和矿
泉水。乐乐妈妈说，每年两个假期是她最头疼
的时候，孩子放家里没人看，害怕他一直玩电
脑，也不安全，放在书店里不仅环境好，而且相
对安全。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所以想想这里
是最合适的地方。

“平时每天固定来书店看书的孩子， 只有
五六十人，就算周末也只有

100

人左右。而一到
暑假，就增加到

200

多名。”不少书店员工无奈
地表示，作为经营性场所，他们无法选择顾客，

但对这些家长的做法，他们是有苦难言。

少儿类图书很受伤
据书店工作人员讲，今年暑假读者非常多，

同时撕书、毁书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主要集中

在儿童、青少年读物的书籍。图书中的赠品，像
透明胶、贴纸等被一一拿走，还有的将感兴趣的
文章或图片直接剪走，令工作人员防不胜防。

记者注意到，一本青少年读物，从外表看
完好无损，翻开一看，许多插图不见了踪迹，而
且有明显的撕扯痕迹。工作人员解释道，这本
书原本有好多精美的插图，可能是读者觉得这
幅插图过于精美， 所以才将插图私自撕下，带
回家独自欣赏去了。 还有些孩子乱折书籍，喜
欢蘸口水翻书，或者翻页时用劲过大，看过就
留下痕迹。

“在所有图书中， 少儿类图书被损坏得最
严重。而且很多儿童的‘毁书’行为是在父母眼
皮子底下进行的。 孩子没有道德评判标准，但
父母要做好教育孩子的工作。” 书店工作人员
说。

据记者了解，因图书种类繁多，书店工作
人员会将相同类型的图书归纳、 整理在一起，

以方便读者找书。看书后，图书不能很好归位
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原本按照编码放好的书
籍，一天下来位置几乎全被打乱，每天负责整
理图书的工作人员大半的时间都用在了书籍
的“复位”上，造成工作量大增。儿童读者群体
把图书乱摆乱放。 儿童区图书专区柜员表示，

这些孩子把书弄得乱七八糟，有时候旁边有家
长也不管，我们只能跟在他们后面收拾。

在成人书区，记者看到，在一列文学书柜
前，一本大书被随意地塞进了一排心理学书的
书架内，明显比其他书多出半个“身子”。

不文明行为带来巨大损失
在几家书店， 记者发现这些阅读陋习都

存在。除了以上的不文明行为之外，坐书架、

乱扔乱放书籍、隐蔽撕书、边吃零食边看书等
不文明现象也很普遍， 而且这些不文明行为
给书店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对此，书店目前还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只能靠工作人员多提
醒。

书店工作人员指着一堆破损的书籍说，这
些被破坏的书，书店大多只能当废品卖，只有
少数会以特价书的形式处理掉。据了解，毁坏
图书的情况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读物，就连成
年人也会撕毁图书，比如说菜谱类、医药类的
书籍。

书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月光被撕页的

图书就有
200

本左右，平均每天有
6

本，以漫画、

青少年文学类图书居多，而折皱、散页的图书
就更多了，达四五百本。对这些图书，书店只能
根据情况退回出版社或报废。

据工作人员介绍，面对图书损坏严重的现
象，他们不仅在店内张贴“爱护书籍”的提醒标
语，更是加强了对书柜的巡视，但还是希望大
家能做到文明阅读， 养成爱护图书的良好习
惯。因此，书店提醒部分读者，请高抬贵手，手
下留情。也呼吁前去避暑纳凉的市民，在书店
阅读时， 尽量不要大声喧哗或高声接听手机，

也不要将饮料等容易污染书籍的物品带进书
店，以免影响了其他顾客的购书环境。

采访札记

爱护图书 文明阅读

“书籍是人类的朋友。”在每个新华书
店内，读者都可以看到这幅标语。然而，为
什么部分读者却视而不见呢？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没有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书店是传递文明的场所，是读者获取知
识的圣地。采访中好多读者认为，书是大家
读的，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毁坏图书，不仅

不道德，还有点儿自私。尤其是成年人，更要
有保护图书的意识， 给少年儿童做出表率，

而家长要教育好孩子，让娃娃懂得毁书是不
文明行为， 注重培养孩子的文明阅读习惯，

必须让孩子们从小知道爱护图书、 文明阅
读。让孩子从小就要懂礼貌、守规矩，不要总
是一味庇护和放纵。最重要的则是我们整个
社会共同施力，提高道德修养，促进良好的
社会阅读风尚和阅读习惯的形成。

□走基层访民生
《小区电表频繁着火 居民整夜不敢睡觉》后续报道

红太阳小区电表改造正在协商解决

在本报于
8

月
15

日
5

版刊登
了题为《小区电表频繁着火居
民整夜不敢睡觉》的报道后，引
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
正在对市中心城区红太阳小区

2

号楼的电表改造问题进行协商
解决。

红太阳小区
2

号楼的楼长乔
明福告诉记者，在《小区电表频
繁着火居民整夜不敢睡觉》刊
发后， 市政府副市长张明春在

8

月
16

日接见了我们红太阳小区
2

号楼居民代表，对我们反映的电
表频繁着火的问题高度重视，并
把我们的上访件转给了河区
信访局办理，并且批评了有关部
门对老百姓利益不重视的行为，

同时要求河区政府和电业部
门尽快协调解决问题。

随后，记者来到河区区委
群众信访工作部，该部沈姓督导
员告诉记者，

8

月
16

日下午接到
由市政府转来的红太阳小区

2

号
楼住户的信访件之后，立即向上
级部门报告并请求批示，目前正
在协调相关部门商议解决此问
题。

□

本报记者赵锐

□微表达

□魅力信阳我的家———南湾湖周边行之十三

有了垃圾箱，南湾水更洁净了！

从平桥区辛店村到河区谭家河乡的公
路叫辛谭公路，曲折但很宽阔。这条公路方便
了沿途的村民， 拉近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
离。但是有一点值得说道，这些沿途的村民基
本上都生活在南湾湖汇水河流周边，他们对环
境的保护，也正是对城区

80

万市民的“大水缸”

提供了最好的保障。

8

月
21

日，记者再次踏上辛谭公路，但这次
的感觉着实让人欣慰。

记者驾车从鸡公山风景管委会李家寨镇

万冲村向西行驶，道路两旁一个个蓝色的小房
子十分引人注意。不过一会儿，记者看到一位
妇女， 拎着自家的垃圾桶走到蓝色房子前面拉
开铁门，将垃圾一股脑地倒了进去，而后又用扫
帚将铁门前掉落的垃圾扫了进去， 随后紧紧地
插上门闩，防止二次污染。原来，这蓝色的小房
子就是居民区的垃圾处理房。记者沿途西行，发
现只要是居民区， 每隔一小段就有一处这样的
垃圾房，在公路上和道路两旁，记者基本上没有
发现任何生活垃圾的存在， 相比于一年前记者
在这条路上见到的情景，是天壤之别。

老湾村村民胡大姐告诉记者：“这些垃圾

房没有建的时候， 处理垃圾的确有些困难，垃
圾池只有一个，而且还不是封闭的，有些距离
垃圾池较远的村民，就索性将生活垃圾堆在路
旁或是房子旁边，等积攒多了就烧掉，烧完继
续堆放。这样第一不安全，周围都是植被，可能
引发火灾； 第二刮风的时候容易造成二次污
染。以前经常看到田地里、马河里飘着塑料袋
等白色垃圾， 都是从路旁的垃圾堆刮过去的。

现在好了，走不多远就有一个垃圾房，而且是
全封闭式的，不用担心二次污染。”村民李强也
告诉记者，这些垃圾房的建设，真是多亏了市
里重视整治南湾湖上游污染啊。不然，那有这

些垃圾房啊！

市环保局陈连芳告诉记者，辛谭公路沿途
居民区共修建了

10

多个垃圾房，这些垃圾房属
于我市“南湾湖生态试点项目之一。由于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从去年冬季至今，全部项目
已经完成。为了让这些垃圾房发挥作用，鸡公
山管理区及李家寨镇还划拨固定经费，专门聘
用村民定期将垃圾房中的垃圾及时清理，以实
现零生活垃圾污染。

据鸡公山管理区规划建设局分管环保的
副局长张志伟告诉记者：“这些垃圾房建成后，

村民反映很好。如今，村民们都十分自觉，再也
没有乱堆、乱倒垃圾的情况出现，这不仅是对
他们自身生活环境的保护，更是对南湾湖饮用
水的保护。市委、市政府还要求我们，在今后治
理环境上要更上一层楼，使全区实现居民集中
区垃圾房全覆盖，以彻底根除生活垃圾污染。

村民胡大姐这样感慨道：“这小小的垃圾
房，造价不高，但是十分切实地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环境，我们村民也会竭尽全力维护好这些
垃圾房。谁不想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呢？”

□读者来信
管理变服务，更能解决问题

编辑同志：

城管与商贩的冲突与矛
盾，经常见诸各地媒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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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推出
了观点圆桌《城管的“是与
非”》，对城管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也就此谈谈看法。

城市管理执法者经常处于
“两怕”的尴尬局面。一是怕失
职； 二是怕媒体追踪和碰到钉
子摊贩。一旦发生冲突，甚至暴
力执法的事件后， 城管就成了
众矢之的。

我认为，城管是执法者，执
法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因此把握好“度”，创新管理理
念， 才是城管走出尴尬局面和
减缓社会冲突的良方。

在经济学的概念中， 有一
句话：管理即是服务。只有把小
摊贩的管理变成对小摊贩的服
务，才能形成有序的、整洁的自
由贸易集市。在西班牙马德里，

有一个很大的跳蚤市场， 它吸
引了西班牙甚至欧洲的游客，

到当地选购形形色色的廉价商
品。由于商贩的营销成本较低，

商品价格也相对超市、 商店便
宜

30%

到
40%

，既方便购物者，

又解决了商贩的生计问题。当
地的游客不断增加， 地区的知
名度也会扩大。

把管理变服务， 是解决城
市管理中暴力冲突的好方法，

各地不妨试一试。

读者：见微

□

本报记者张诗绮张继疆实习生周静

□市民备忘录

□

赵锐

安监部门对烟花爆竹企业定新规

生产企业必须遵守新“十条”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昨
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我市
近期向各县区转发了国家安监
总局《烟花爆竹企业保障生产
安全十条规定》，又给烟花爆竹
企业上了一道“紧箍咒”。

这十条规定包含了
5

个必
须和

5

个严禁，分别为：必须依
法设立、证照齐全有效；必须
确保防爆、防火、防雷、防静电
设施完备； 必须确保中转库、

药物总库和成品总库满足生
产安全需要；必须落实领导值
班和职工进出厂登记制度；必
须确保全员培训合格和危险
工序持证上岗； 严禁转包分
包、委托加工和违规使用氯酸
钾；严禁超范围、超人员、超药
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严禁
高温、 雷雨天气生产作业；严

禁违规检维修作业和边施工
边生产；严禁串岗和无关人员
进入厂区。

据了解， 这十条规定都是
安监部门针对近年来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在生产、 存储等过程
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而制定的，

针对性非常强。 据统计，“十一
五”期间至

2012

年，全国因非法
生产烟花爆竹引发事故造成的
死亡人数高达全部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事故死亡人数的
36.7%

。近年来，烟花爆竹生产
企业许可证过期后脱离监管，

继续进行非法生产活动， 引发
了多起较大甚至重大事故。

另据了解， 我市共有
20

多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针对新
规， 我市也将对这些企业的安
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

《光山县：出生证明也得“怀胎十月”》后续调查

今 后 办 证 不 再 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