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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莫冲动 小心遭忽悠

“双十一”已经告一段落，

对很多市民来说， 也过了个实
实在在的“购物节”。但是记者
发现，购物过后，有的市民却因
为买到了不实惠或是不实用的
商品，后悔不已。

“我买了一件大衣， 网上说
是含羊毛的，

219

元，我想想挺划
算的，就买了。买完后才知道，几
个月前网上做活动的时候，我同
事买了件，当时才

199

元！唉，其

实网购真的不能太冲动了！”昨
日，家住申城大道的张女士告诉
记者，她觉得自己买亏了。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张女
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市民刘
女士告诉记者：“其实一些店面
上所谓的折扣未必是真的便
宜，好评也未必是真的，买的时
候一定要货比三家， 线上线下
同时进行比较。”

记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网购时应保存好与商家的聊天
记录，并索要购物凭证，以备发
生消费纠纷时留存证据。

日前，记者在市区某超市的儿童图书区，看到几位小朋友聚
在一起翻阅自己喜爱的书籍， 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养成爱读书的
好习惯。 本报见习记者丁桂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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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户居民不再为用水发愁

万家灯火张李湾商住小区水改工程竣工

“真是太感谢了， 我们住户心头的一块大
石头终于落下了。以前，由于水压问题，我们六
楼的住户用水很困难， 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我们着急得甚至想卖掉房子。”

11

月
17

日，家住
张李湾社区

15

号楼
4

单元
607

室的杨俊指着自
家水龙头里哗哗的流水，激动地对记者说道。

经过采访， 记者得知让杨俊万分激动的
事情其实是万家灯火张李湾商住小区

18

栋楼
总计

777

户的一户一表水改工程。此工程历经
几番波折，终于于近日施工完毕。

记者在市供水公司了解到， 张李湾商住
小区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由万家灯火公司早期
开发建设的集住户、 商业于一体的开放式小
区，每栋楼的

1

层、

2

层均为商户。由于受当时
的开发条件限制，整个小区内的供水管网，由
其自行设计、安装，无二次供水设施，小区共
用
DN150

总表一块，由开发方管理。该小区属
开放式的，住户、商户混杂，无正规物业管理，

多年来因为小区内部管网老化， 水量漏失严
重，造成水压不足，

5

楼以上无水可用，水费无
人催收。 由开发方管理的

DN150

水表共拖欠

水费（含滞纳金）

1000

多万元，给供水公司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小区用户的用水也得不
到保障。 于是便出现了很多像杨俊这样为用
水而发愁的住户。

2014

年
3

月
12

日，市政府针对张李湾商住
小区的用水分户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明确
了指导意见，指定由河区政府牵头，民权办
事处、民权派出所、民权居委会等共同配合协

调，市供水公司具体实施水改工程。

“这项工程施工要求高，难度大，有些业主
配合度不高。为此，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工作。”谈
起施工过程， 市供水公司施工负责人邹艳忠介
绍道。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施工，市供水公司在
小区内做了广泛宣传，逐家逐户通知到位，宣传
到位。并且在工程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安排
安装队与两个施工队

20

余人， 不讲条件先期进
场施工，采取先易后难，逐楼突破，边施工、边协
调、边收款的工作方针展开工作。施工过程中，

施工人员耐心与业主沟通情况， 解释工程的要
求和措施，在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尽量满
足业主的要求。其中在

1

号楼东侧的
7

、

8

、

9

单元三
楼公用走廊上需要砌个表井， 但是业主认为砌
井装表影响了美观和出行，要求砌井装表后，送
花盆给予装饰，无奈之下，施工人员自掏腰包买
来盆景花进行装饰。 类似如此种种的事件在每
一栋楼施工时都有发生。

最终， 分表工程人员的认真负责和真情
服务打动了广大业主的心， 同时换来了大部
分业主的理解和支持，向市政府、主管局交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图为杨俊代表住户向市供水公司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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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用餐巾纸吗？不要钱。”正在
上网的亚兰怔怔地看着这位向她问话
的清洁工阿姨。片刻后，亚兰微笑着回
答说，“谢谢，我包里有。”这是这位清
洁工阿姨第一次问亚兰， 她显然一头
雾水，不知所云。记者了解到，亚兰常
在这家网吧上网， 前不久这里请来了
一位清洁工阿姨， 她常走到那些正在
上网的顾客旁， 轻轻地问：“你们需要
餐巾纸吗？”

这一个月来， 亚兰每次来网吧上
网都能碰到这位阿姨来“推销”免费餐
巾纸。虽然，有了清洁工阿姨的第一次
“问话”，亚兰已经不再觉得惊讶，但是
一颗好奇之心还是驱使着她， 她迫切
希望解开心中的问号： 一包餐巾纸虽
说不贵，售价

1

元，但它也是网吧商品
中的一种，真能免费给大家使用？

当清洁工阿姨再一次向亚兰“推
销”时，她便接受了，但发现只有半包。

她毫无顾忌， 张口就问：“网吧免费提
供餐巾纸吗？” 清洁工阿姨弯下身子，

小声地告诉亚兰：“不是， 这是我自己
‘收集’的。很多顾客来上网，买一包餐
巾纸用了半包就不要了， 我打扫卫生
的时候就把这半包半包的纸巾放在我
的袋子里，你们来上网要是需要，我就
拿出来给你们用。 要是扔了太可惜。”

这细小的声音， 显然是怕被网吧管理
员听到。清洁工阿姨的行为，必然影响
了网吧里餐巾纸的销售。“她的声音虽
然很小， 却给我了沉重的一击。‘半包
半包’之中，也有我的一份。”亚兰这么
告诉记者。

11

月
17

日晚，记者来到那家网吧，

顺利地见到了这位清洁工阿姨。 她
50

余岁，体型中等偏瘦，走路有些蹒跚，

弯腰扫地时常常要憋气， 直起腰时再
把气叹出，显然中气不足。她不愿意接
受采访，连姓氏也不透露，怕影响到自
己的这份工作。几经劝说，在答应了她

所有的要求后，记者见到了清洁工阿姨的工具盒，那里有十
几包半包的餐巾纸，有几包已经拿给顾客用了。

据清洁工阿姨合计，网吧一共有
200

余个座位，每天半
数以上的顾客都需要餐巾纸， 而又有一大半的顾客只用了
几张纸巾就扔了。这样算下来，每天仅一个网吧就要浪费几
十包餐巾纸。记者告诉清洁工阿姨，大家都应该向她学习，

制作纸巾需要树木，节约纸就是在保护环境。清洁工阿姨则
说：“我家里有病人，需要钱，所以出来打工，家里条件不好，

再小的东西也会去稀罕，一块钱也得算计着花。看到有人浪
费，我就不舒服。”

昨天，亚兰吃完饭，从包里拿出纸巾，取出一张扯了一
半，然后把嘴擦干净。她转过头微笑着告诉记者：“每次半张
其实就够用了。”

日前， 平桥区长台关镇格林斯幼儿园为小朋友们举办了一
个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本次运动会由小朋友与家长共同参加，主
要目的是为了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团队精神与荣誉感。图为大

2

班
的小朋友们正与家长一起进行“小马过河”的比赛。

本报记者张诗棋摄

李 大 姐 的 心 愿

黄昏时分，在信阳的街头巷尾都会
有一些卖包子和馒头的小车摊，但其中
有一个馒头摊却有些特别， 因为在近

4

年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一个小女孩在这
个小车摊边上写作业。这个小摊的摊主
是个姓李的大姐，旁边写作业的女孩正
是她的女儿。李大姐生意很好，短短一
个半小时，大筛子里的包子和馒头就都
卖光了。

虽然艰难，却心怀感恩。李大姐来
自息县，丈夫是光山人，他们一家住在
解放路一处废旧的房屋里， 虽然破旧
却并不脏乱。

2006

年李大姐丈夫患脑
出血花去了近

5

万元医疗费，

2010

年她
自己又患了乳腺癌， 通过合作社医保
报销了一半的费用， 北京的医院也减
免了一些医疗费， 但是夫妻俩治病的
花费还是用光了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
的所有积蓄。 现在丈夫在外骑三轮车
载人挣钱，她白天在家干活，傍晚出来
卖馒头。 李大姐说政府和社会已经替

她承担了那么多医疗费用， 自己虽然
难一点也要自食其力， 不能给社会增
加负担。

虽然贫穷， 却教女有方。 提到女
儿， 李大姐脸上露出无奈又欣慰的神
色：“女儿年纪太小了，平时他爸不在家，

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害怕， 这才跟着
我的摊儿写作业，从一年级到现在已经

4

年了。”女儿学习成绩好，这是让李大姐
尤其骄傲的。虽然平时吃着粗茶淡饭，仅
够糊口， 李大姐偶尔也会给孩子买一本
书看。李大姐说：“我爱孩子，但从来不惯
孩子，我会让她自己拿钱上街买菜，让她
自己去适应和感受这个社会， 人要有一
技之长才能养活自己，特别是女孩，只有
经济独立，人格才能独立。我自己身体也
不好，我想教会她更多的道理，我怕我不
能一直陪着她……”

李大姐很知足， 她有一个心愿，那
就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尽快给家
里攒下些钱，供女儿上大学。

编者按：幸福是什么？是有钱？有车？有豪宅？当你被这些功利的幸福观
遮蔽双眼的时候，内心是否会时常感到空虚？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辛苦生活
着的平凡人， 他们的生活或许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有关幸福的定义。 即日
起，本报将推出《平凡人的幸福生活》系列报道，展示平凡人的别样幸福。

图为执法工作中的杨雨亮（中）。 本报记者赵锐摄

“真 累 ， 但 值 得 ”

———记河区城管监察大队大队长杨雨亮

早就听说河区城管监察大队
有位“杨管事”，他已年过半百，且身
患多种疾病， 但凭着对城市管理事
业的热爱， 被同事们戏称为“杨管
事”。

“杨管事”就是杨雨亮。记者见
到他时， 他正带领执法队员们在新
华东路整治机动车在人行道上的乱

停乱放。得知我们的来意，这位身材
魁梧、皮肤黝黑的汉子竟有些腼腆。

谈起在城市管理工作中的感受，他
说：“真累，但值得。”

工作永远排在第一位
河区城管执法监察大队负责

22

条道路的执法监察任务， 管理范
围广、任务重。尤其是创卫工作进入
攻坚阶段以来，为了完成任务，杨雨
亮带领队员们，多次放弃休假，坚守
在工作岗位。

10

月初，正值综合整治的关键节
点，老伴因摔伤住进了医院。杨雨亮
巡查路段时多次从医院门口路过，同
事对他说：“杨队，要不你顺路去医院
看下你的爱人吧。” 他摆摆手说：“工
作重要，等夜里下班我再来吧。”前段
时间女儿出嫁，女儿希望父亲能够多
陪陪她，但女儿的心愿落空了。他只
请了半天假， 当目送女儿出门后，便
立即更换了服装走上了执法路。

在杨雨亮心中，工作永远是第一
位的。今年以来，执法大队先后开展
各类整治行动

600

余次， 圆满完成了
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纪律时刻牢记在脑海
打铁还需自身硬， 城管事业面

对的情况复杂， 城管人员面临的诱
惑较多。

2014

年
7

月份，工区路一辆批发
蔬菜的三轮车因为违规占道经营，

被执法人员暂扣。车主私下找到了杨

雨亮， 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与
200

元
钱，上面写着“我送你

200

元，请帮忙
行个方便，把车放了，事成后再请你
吃顿饭，大家都有好处！”

杨雨亮看后，立即找到那位还在
单位等候处理的司机， 退还了

200

元
现金和纸条，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教育，最后车主接受了处罚并写下保
证书，保证不再占道经营。

正是这种以身作则的风度，感染
了每一位执法队员。

群众利益摆放在心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以来，杨雨亮带领全队积极参加，

开展了一系列进基层活动， 并把征
求到的意见进行了梳理， 把群众反
映强烈的小南门夜市排档、 区管道
路占道经营等

11

项关涉群众利益的
事项，作为急事进行处理。目前，小
南门区域经过整治， 经营情况得到
极大改观； 对区管道路占道经营情

况，杨雨亮提出了车巡与步巡、整治
与值守相结合的办法， 通过以道路
为线、以执法勤务亭为点、定人定岗
定责的网格化执法巡查模式， 占道
经营情况基本得到解决， 城市管理
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在做好城市管理的同时， 杨雨
亮时刻关注那些流动摊点的生存。

他提出的在部分区域划线经营、将
背街小巷作为疏导点的建议正在逐
步落实。在他的带领下，微笑执法代
替了暴力执法， 疏堵结合代替了驱
赶取缔，河区城管形象逐步改善。

“杨管事”说，我们不仅管区委、区政
府交办的事，还要管群众关心的事。

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繁杂而琐
碎的工作， 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
守在工作岗位， 靠的正是对这份工
作的满腔热情与高度责任感。 采访
结束时，杨雨亮说：他会一如既往地
执着于自己肩负的职责。

11

月
18

日， 河区城管监察大队对市区白坡路私搭
乱建、占道经营现象进行了整治。上图为整治后干净整洁
的路面，左图为执法人员帮助商户清理占道的杂物。

本报记者赵锐摄

“知道今天你们会来”

11

月
16

日上午， 信阳大别
山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10

余名志
愿者来到信阳市儿童福利院，

继续开展他们的“周末陪孩子”

活动。

记者在儿童福利院的院子
里见到，志愿者们有的带孩子看
小动物

,

有的和孩子们压翘翘板，

有的玩滑梯，有的围成一圈躲猫
猫。据了解，这已是协会发起的
第五个“周末陪孩子”活动了。自
协会发起该活动以来，目前已经
初见成效，每个周日上午，孩子
们都习惯性地等着、盼着志愿者

们，并用质朴的动作和语言来欢
迎志愿者们的到来。

信阳大别山青年志愿者协
会会长徐军说道：“协会发起的
‘周末陪孩子’活动，重点是个
‘陪’字，用爱心去陪他们玩耍，

与他们真诚交流， 走进他们内
心，打开封闭的世界，帮助他们
成长。 志愿者仅仅付出半天时
间， 对这些孩子来说却有可能
影响一生。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
的人来关注这些折翼天使，让
爱不再残缺， 同时希望更多的
人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到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

□

本报记者赵锐
见习记者丁桂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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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诗棋

房屋漏水求帮助协调整改得到解决
中乐百花

B

区业主卢女士反映，其房屋雨天漏水严重，

并且晒台雨水倒灌，无法装修居住，开发商表示不予负责，

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通知羊山新区办理。经
查，情况属实。经羊山新区与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对接，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根据现场查看实物质量情况， 向中
乐百花置业有限公司下达了《关于中乐百花公馆

B

区业主投
诉质量问题的整改通知书》，目前已完成整改，房屋漏水问
题已得到圆满解决。卢女士特来电向市长热线表示感谢。

驾校收费引质疑及时整改群众满意
市民范先生反映，其于今年

3

月份在洋河行运驾校交了
3800

元钱学车，报考
C1

驾证，现在驾校要另外向学员收取
1000

元的科目三练车费，理由是科目三的考试有变。其认为
这种收费不合理，希望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通知市物价办办理。经
查，该校

2014

年收取报名考试费
3500

元，

2013

年向部分学员
收取

3800

元报名考试费，对需要科目二、科目三加时培训的
学员按学时收取

200

至
1000

元不等费用。针对此情况，市物
价办已责成驾校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法规，加强与参加
培训人员的沟通，确保培训质量。范先生特来电表示问题已
解决，对办事效率及结果表示满意。

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