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蜂蜜旺销 购买须辨真假

在春季， 懂得养生的人每天都会喝
上一杯蜂蜜水来对身体进行保健， 因为
这样不仅能抗疲劳、消除积食，还能起到
抗过敏的作用。因此，蜂蜜近期在市场上
迎来了它的销售旺季。 但据记者调查发
现，同一个品种的蜂蜜，价格竟然相差几
倍。

记者在我市一家超市的蜂蜜货架上
见到，来自北京、湖北、江西等地的十余
个品牌的二十多种蜂蜜摆满货架， 每斤
价格从十几元至五六十元不等， 最便宜
的为

10.7

元
/

斤， 而最贵的为
82

元
/

斤。记
者发现，蜂蜜的价格差别很大，同样标称
洋槐蜜，不同的品牌售价也不相同。如一
种湖北某公司生产的洋槐蜜，

500g

装

18.9

元，而江西某公司生产的，

465g

装
62

元，同样是洋槐蜜，一斤的价格相差
3

倍
多。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我市解放路附近
的一家售卖“自产”散装蜂蜜的商户处，

在这里见到近
10

个装满不同品种蜂蜜的
大缸。有顾客前来购买时，卖家将顾客所
挑选的蜂蜜用普通的透明塑料桶包装
好，同样的蜂蜜，价格与超市相比，显得
更加的实惠。 该老板告诉记者：“我这里
的蜂蜜都是自己养的蜜蜂所产， 绝对不
掺假。”记者发现，他售卖的蜂蜜主要是
洋槐蜜、枣花蜜、油菜花蜜，每斤售价从

8

元至
16

元不等。 当记者问他为何卖这么
便宜时？该老板风趣地说：“自家产的蜜，

不需要加工，当然比包装的便宜，如果不
是送礼的话， 我建议大家购买这种自产
蜂蜜，即真又实惠。”

如何挑选纯蜜呢？ 有经验的蜂农告
诉记者，蜂蜜的质量要通过观察色泽，鼻
闻，再细细品尝来辨别。

好蜂蜜在常温下为半透明、 黏稠流
体状，有自然光泽感，用筷子挑起，黏性
大可以拉出很长的丝， 断丝后会收缩成
蜜珠；而掺过假的蜂蜜则清澈透明，异常
清亮，筷子挑起时会一块块地往下落。

纯蜜会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 沁人
心脾。而掺过假的蜂蜜不但没有香气，反
而会有一股发酵味。 自产的蜜糖水入口
甜润略带微酸，口感细腻，柔和爽口，余
味清香；而低价蜂蜜，味虽甜，但蜜味平
淡，喉感弱，余味淡还夹杂果糖的味道。

如今靠肉眼辨别蜂蜜真假不容易，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购买蜂蜜时， 不要
贪便宜，以免买到掺假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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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协议能否重建医患信任

3

月
4

日， 记者从市卫生局了解到，国
家卫生计生委决定从

2014

年
5

月
1

日起，由
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签署《医患双方不收
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这一措施规定，医
疗机构应在患者入院

24

小时内，由经治医
师向患者或患方代表提供《医患双方不收
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并认真解答其疑
问。二级以上医院（含开设住院床位的妇
幼保健院、专科疾病防治院等）必须开展，

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对于二级以上
医院所有入院患者，由主管医师或病区主
治医师负责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并
代表医方在《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

协议书》上签字。此举的目的是，进一步推
进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践行医疗卫生
职业精神，营造廉洁行医作风环境，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对于这项措施，广大市民
又有什么看法呢？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
访。

在市中心医院，记者采访了前来看病
的一些市民，“住院给医生送个‘红包’，这
不早就形成一种潜规则了吗？除了送‘红
包’外，有的还要请吃饭呢！”“不说别的，

现在找谁办事，不花钱呀！只要能把病治
好，送个‘红包’也可以接受。”

采访中部分市民坦承， 有过给医生
送“红包”的经历，而送“红包”也是为了
所谓的“花钱买个平安”。“我家有亲人住
院，我也表示了一下，不多，

500

元，现在
再少就拿不出手了。送了‘红包’，家人心
里不是踏实点吗？”“给医生送个‘红包’，

就是想让他们多尽点儿心， 我们家属也
安心一些。”

患者的钱不是多得没有地方花，如
果能够不送， 想必没有几个人愿意送
的， 一方面治病要花费不少钱， 另一方
面现在的“红包”也是水涨船高，没有一
定的数目还送不出手。因此，真要送“红
包”，往往要打听行情，不能太少了。对
于患者来说， 送多了， 自己肉痛， 送少
了，怕医生不高兴。可以说，不让“红包”

闹心， 是所有病人和绝大多数医生共同
的心愿，而“红包”协议书可让医患双方
实现这种心愿。

然而，在采访中仍有不少市民心存顾
虑，“约定虽可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

但实
际意义不大。收‘红包’本身就是暗箱操作
的
,

怎么会写在书面上
?

这是道德问题
,

应

该靠良心去做。桌上签协议
,

只是走形式
而已。”“我觉得，即使签了这个协议，该收
的照收，该送的照送，意义不大，因为毕竟
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了。” 也有些人认
为，“这只是办法的一种，关键是提高医疗
队伍的素质，医疗人员得到合理合法的收
入。”“我相信医生绝大多数都是有着医德
和一颗救死扶伤的心，小‘红包’，大手笔，

只有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和地位，这项措施
才能坚持下去。”

在市卫生局，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一举措，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加强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用明文规定告诉患者

和医生
,

送“红包”和收“红包”都是不可取
的
,

对于规范医疗行业从业人员行为是必
要的。其实对于医生群体来说，每收治一
位患者入院，就要签一次协议，也是一种
警示，而且，协议书上将附上投诉电话，对
于少数暗示患者送“红包”的医务人员，也
多了个监管渠道。而对于医务人员收“红
包”的惩罚措施等，业界相关法律法规也
早有规定。对那些在“送还是不送”之间纠
结的患者，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他，不送“红
包”医生也会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送了
“红包”医生也必须退回。其实在某种程度
上来说，这让医患双方都轻松了。

编后：“红包”问题是医患信任缺失现象的一个缩影。医患信任缺失
,

已经成为
令方方面面头疼不已的一个社会问题。医患信任缺失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解决
起来也不能寄希望于立竿见影。拒绝“红包”

,

一纸协议不可能孤独前行。其功效大
小
,

取决于医患信任的重建。当然
,

因为有医患信任缺失这个因
,

才导致人们“偏执性
质疑”这个果。毋庸讳言。行政部门用内部规定的办法来限制“红包”，将有利于重建
医患间信任关系，至少可以大大推进改革。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尤其在整个社会信任缺失
的大背景下，医患之间如何“协议”一下，给双方提供一个把手言欢的机会，应该是
一种巨大进步。毕竟，能坐下来谈“红包”，坐下来签协议，本身就是信任的开始。

多方联动化解纠纷

现 场 讨 薪 60 万 元

羊山新区南京路办事处多方联
动，现场办公，认真落实信访应急处
置预案， 及时化解了一场农民工堵
路讨薪的纠纷

,

帮助农民工拿回被
工头拖欠的工资

60

万元， 有力维护
了辖区的社会稳定。

前不久， 南京路办事处辖区鑫
阳小区项目，农民工近

50

人因讨要工
资未果， 同包工头黄某发生纠纷，继
而围堵信阳市交通要道南京大道。当
时情况紧急，羊山公安分局和南京路
办事处相关领导接到报告后，立即带
领派出所、信访办、维稳办、司法所的
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解。

据了解， 鑫阳小区项目工程已

进行了多次转包， 因工程没有完工
结算，包工头黄某没有拿到工程款，

资金紧张暂时拿不出所欠农民工的
全部工资款， 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
的争执，导致农民工万某、庄某和裴
某带人围堵了南京路段家湾涵洞，

现场交通秩序混乱。 到场领导及工
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一方面疏导
农民工的心理， 耐心地讲解法律政
策，积极劝阻农民工不要违法堵路，

另一方面同工地负责人黄某联系，

让其到现场解决工人工资问题，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协调， 包工头黄某
筹集了

60

万元垫付了部分农民工工
资。至此，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公安机关随后对堵路的农民工进行
了批评教育和相应的处理。

成品油价格“两连跌”后稍有回升

本报讯（记者孙浩然）自
2014

年
1

月
11

日零时、

1

月
24

日零时连续做
出两次成品油调价，使油价“两连跌”

后，

2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自
2

月
26

日零时起，决定将汽、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提高

205

元和
200

元。

昨日， 记者走访了我市数家加
油站， 对油价调整的情况进行了了
解。 据在宝石桥附近的一家中国石
化加油站了解到： 我市

93

号汽油由
上次调价后的

7.45

元
/L

调升至
7.61

元
/L

，上涨了
0.16

元；

97

号汽油由上
次调价后的

7.87

元
/L

调升至
8.04

元
/

L

，上涨了
0.17

元；

0

号柴油由上次下

调后的
7.13

元
/L

调升至
7.31

元
/L

，上
涨了

0.18

元。

但记者在走访时观察到， 我市
有些加油站每升调价的情况存在着
些许的差异，例如在位于

107

国道上
的南郊加油站来说， 该站

93

号汽油
在调价后为

7.56

元
/L

；

0

号柴油在调
价后为

7.29

元
/L

。 至于价格为何会
有差异？ 南郊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油价有差异并不是油的质
量有差别， 而是一些运输成本稍低
的油站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而使用
的一种商业手段， 前来加油的车辆
可以放心使用。

更应倡导马路以外的道德

春晚小品《扶不扶》播出后，在网络
和社会上引发了关于“马路道德” 的热
议。虽然“马路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典型
案例，但道德并不只表现在马路上，而是
无处不在。因此，我们更应倡导马路以外
的道德。

最近， 一所大学列出
16

个有关道德
的问题，面向社会进行问卷式调查。这些
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过马路、

乘车让座、闯红灯、助人为乐、爱护绿地、

讲究卫生等。调查的结果让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大部分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社会公
德； 忧的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违

背社会道德的严重性， 甚至有些人在做
有违道德的事时抱着侥幸心理， 还有的
人干脆“随大流”———看别人闯红灯、乱
丢垃圾、随地吐痰、践踏草坪等，非但不
制止， 反而跟着做。 这不得不令我们反
思： 社会道德的全民自觉， 尚需假以时
日，更需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古人云：“道虽迩， 不行不至； 事虽
小，不为不成”。一个人可以在马路上“扶
起”良心，那是他的社会良知与道德操守
使然，更是其道德行为的结果。因此，在
全社会倡导文明道德风尚， 须从每一个
人做起，形成崇善向德、见贤思齐的道德
意识，养成常修善德、常怀善念、常作善
举的道德行为。同时，要大力宣扬时代道

德楷模，增强道德榜样的示范、引导与相
互感染的力量。比如在我市，充分发挥十
大“道德模范”、十大“信阳好人”的影响
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道德建
设的浓厚氛围。 让违德者无地自容，让
“跟风者”无处落脚，让“语言的巨人，行
动的侏儒”无法安身！

一个人影响一大片， 影响出社会的
好风尚；一个善举树立起好形象，释放出
社会的正能量。只要大家共同参与、共同
努力，一定能够汇涓流而成江海、积小善
而成大德。从而，在良性的互动中，让每
一个人都成为拥有良好道德水准的现代
公民， 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温馨幸福的
生活港湾， 让整个社会成为和谐美好的
城市家园。

3

月
4

日， 本报
民生新闻报道了家
住光山县仙居乡的
3

岁幼童李显园被
大火烧伤一事，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高
度关注。

5

日下午，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组织单位员工，踊
跃为小显园捐款，

希望小显园能够恢
复健康。 图为捐款
现场。

本报记者
赵锐摄

我奉献 我快乐

息县开展街头学雷锋活动
本报讯（赵国民王婉琳）

3

月
5

日， 息县谯楼广场人头
攒动。义务理发、义务电器维
修、 义务检查身体等

10

多个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一字排
开。

在理发服务点，来自息县
岚惠发屋的范雪梅师徒正在
给年逾六旬的和永珍老人剪
头发。范雪梅告诉记者，她开
理发店

20

多年了，平时
70

岁以
上的老年人和生活困难的顾
客到她店理发都是免费服务。

昨天她从志愿者朋友那里得
到消息，志愿者服务队要开展
活动，今天她便带着徒弟一大
早赶来了。

来自县城司九妹发屋的
5

位年轻师傅，个个都是理发的
好手，他们一上午为

36

名老年
人和儿童理发。带队的副店长
吕杰提起开展志愿者服务颇
为自豪。他们每年都要定期到
息县康乐养老院、夏庄敬老院
义务为老人理发洗头。

息县文明办主任赵建军
告诉笔者，学雷锋开展志愿者
服务活动在息县已蔚然成风，

全县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超
过
3000

人，民间不留姓名默默
做好事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当
天的服务活动共有近百名志
愿者走上街头， 服务群众

300

多人次。

□

本报记者 郝光

□

本报记者 孙浩然

□

李小然

□

本报记者 赵锐

爱心招聘受欢迎

本报讯（蔡丽）“没工资、没奖金，节
假日上班，自备交通工具……”昨日，在
潢川县大型人才招聘会上， 笔者看到一
条这样的招聘信息。

笔者看到，在此招聘展位处，应聘人
数反而最多，厚厚一叠表格全部填完，还
有很多群众前来咨询， 原来这是潢川县

志愿者联合会在招聘爱心人士。

“节假日去照顾孤寡老人、 留守儿
童，他们开心，我们心里也充实。”志愿者
钱君红一边填表一边对笔者说。

据现场负责招聘的李建丽介绍：“我
们借助人才招聘会招募爱心志愿者，可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志愿者， 让更多的人

加入志愿者团队。去年招聘会大约有
200

人前来应聘，今年我们的招聘海报一贴，

就有不少人来咨询，比去年还火！”

据了解， 如今在潢川，“学习雷锋、奉
献爱心、服务社会”已经蔚然成风，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志愿者服务队伍。该县已组建
各类志愿者服务团队几十支，初步形成了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错、覆盖城
乡”的志愿者服务网络体系。该县的“爱心
家园”和县国税局志愿服务队分别被河南
省文明办表彰为“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活
动品牌”和“优秀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