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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 多云到晴，-10℃~-2℃

晴间多云，-6℃~4℃明天

后天 晴间多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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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近日，河北省本土确诊病例

明显增多，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为了广大市民朋友的健康，同时
更好地巩固我市疫情防控成果，1
月6日，市卫健委再次向广大市
民提出防护建议。

市卫健委建议，市民如无特
殊情况不要前往石家庄市和邢台
市。如必须前往，需提前向社区
（村）和工作单位报备，严格做好
个人防护，返漯后主动配合落实
防控措施。从石家庄市和邢台市
来（返）漯的人员，请提前了解
我市的防控要求，到漯后第一时
间主动向所在地社区（村）报告
并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自 2020 年 12 月 19 日以来，
有石家庄市藁城区和邢台市南宫
市旅居史的人员请第一时间向居
住地所在社区（村）报备。曾到
过河北省中高风险地区的在漯人
员，应配合辖区疫情防控部门落
实疫情排查、核酸检测、医学观
察等防控措施。其他人员报备
后，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第
一时间到定点医疗机构做核酸检
测，同时注意做好自身健康监测。

广大市民如无必要不要前往
其他中高风险地区和其周边区
域。除河北省石家庄市和邢台市

外，北京、辽宁、黑龙江等地均
有病例报告，全国中高风险区已
有50个，市民如无必要不要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和其周边区域。如
必须前往，请第一时间到居住地
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报备，返
程后配合落实好相应的防控措施。

年终岁尾，返程和走亲访友
的人员增多，不少群众防护意识
有所减弱，返乡过节疫情扩散风
险增大，请市民朋友们不要放松
警惕，保持好日常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遵守咳嗽礼仪、“一
米线”、吃熟食、分餐制、使用公
勺公筷的健康生活方式。发现异
常及时就医。如出现发热、咳
嗽、腹泻、乏力等症状，需要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及时到
就近的发热门诊接受诊疗，就医
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此外，境外来（返）漯人员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满符合
解除隔离条件的，来（返）漯后
继续实施 7 天居家隔离健康观
察，期满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 （返）
漯人员，进行14天集中隔离观察
和核酸检测。中高风险地区的关
联 区 域 来 （返） 漯 人 员 ， 来
（返）漯后严格执行7天居家隔离
健康监测和两次核酸检测。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净旖 通讯
员 杨书军） 1月6日，记者从漯河电网
获悉，截至1月5日20时20分，漯河
电网网供负荷130.07万千瓦，创我市
度冬历史负荷新高。

据介绍，漯河地区主配网运行平
稳，35千伏及以上设备无重载、过载
情况，10千伏线路重载4条。1月7日
至8日，我市气温将持续降低，电网负
荷或将再次增高。

据了解，漯河供电公司认真落实迎
峰度冬相关举措要求，积极做好防范和
应急工作，确保漯河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电力可靠供应；组织市、县应急抢
修队伍80支，抢修站点61个，抢修车
辆75台，三级抢修梯队人员859人，
做到及时开展抢修，故障不消除、抢修
不停顿；全面做好供热、医院、党政机
关、学校等的供电保障，遇到故障优先
抢修或采取应急供电措施，尽快恢复供
电；强化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和疫情
防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和人身伤害事
件。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随着我市集中供热工程的推进，部

分小区居民率先享受到集中供热带来的
温暖，但还有不少群众需要自己想办法
解决取暖问题。记者采访发现，空调、
水电暖气片和壁挂炉成为较受青睐的取
暖方式。

空调取暖最常用

市民周女士家住市区辽河路一临街
楼顶楼。每天下班回家后，她做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打开空调。“我们一家三口
住着130多平方米的房子，白天家里没
人。每天下班回到家，感觉跟进了冰窖
一样，不开空调坐不住。”周女士说，
空调打开后，几分钟就能感觉到屋里暖
和起来。

“空调热得快，家里有人了就开，

出去了就关掉，很方便。”周女士说出
不少使用空调取暖的市民心声。记者采
访发现，空调取暖成为居民最常用的取
暖方式。

虽然方便、省事，但空调取暖存在
房间干燥等问题。对此，生活经验丰富
的刘阿姨有自己的应对妙招。“勤拖
地、拿块湿毛巾铺地板上或在室内放盆
水，这些都可以增加空气湿度，减少空
调热风带来的不适。”刘阿姨说。

水电暖气片热销

连日来，我市最低气温均在零摄氏
度以下，电暖器进入销售旺季。1月4
日至5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电器店和
光明路市场，发现电暖器成为最热销的
电器。

市区交通路一家电器卖场，暖风
机、电油汀、辐射式取暖器等电暖器摆
放在入口最显眼位置，前来选购的消费
者络绎不绝。

市区光明路市场几家电器店的门口
均被各类电暖器占据着。“这是今年卖
得最好的一款电暖器，元旦假期卖得脱
销了，这是今天刚到的货。”看到一对
夫妇询问水电暖气片，一家电器店老板
热情地上前介绍起来。

相对空调取暖来讲，水电暖气片耗
电低、可移动、不干燥，成为家中有老
人和小孩的“心头好”。“配套送的有支
架，平时天气不好，内衣之类的小物件

都可以搭在上面烘干。”电器店老板
说，选购电暖器时，大家最好选择带有
3C认证标志的产品，使用厂家配置的
专用电源线；电暖器使用时不要靠近电
器插座，防止温度上升烧坏电源；使用

“小太阳”取暖时，不要在上面覆盖任
何物品。

壁挂炉取暖较舒适

记者走访中发现，一些老旧小区或
者未实现集中供暖的小区，有些用户选
择壁挂炉取暖。“家里老人患有哮喘
病，天一冷我们家壁挂炉就开了。天气
好了就把温度调低些，天气冷一些温度
就调高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在
他看来，壁挂炉取暖很方便，自主性
强，开关、温度都可以掌控，而且人体
感觉很舒服。

那么，壁挂炉怎样使用才更安全？
记者采访了多年从事壁挂炉销售的张
乐。“首先，要保证壁挂炉烟管吸排气
通畅，烟管吸排口必须伸出窗外，否则
壁挂炉燃烧时容易将排出的废气吸回，
造成供氧不足，导致点不着火或频繁启
动。其次，在可能结冰的情况下，提前
做好防冻，保持给壁挂炉通水通电、通
燃气。另外，还要定期清洗保养，提高
壁挂炉热交换效率，降低燃气消耗
量。”张乐提醒道，天气较好的中午，
可关闭壁挂炉，打开门窗，让家里换换
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文/图 见习记者 万天宇
1月5日晚，寒潮来袭，气温

骤降。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仍有
这样一群人在严寒中坚守岗位，
他们就是可爱的环卫工人。

1月6日早晨5点，当人们还

在熟睡时，马路上一群身穿橘色
衣服的环卫工人就开始工作了。
他们娴熟地挥舞着扫帚，脸冻得
通红，额头却冒着热气。他们顶
着阵阵寒风，对道路进行彻底清
扫，不放过一点儿垃圾。在他们
眼中，打扫路面是他们的职责。

“天冷不算啥，早就习惯
了。”早上7点半，源汇区团结路
的环卫工人安翠梅完成了责任区
域的清扫工作。这时，街上人流
和车流也多了起来。当人们刚刚
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时，安翠梅已
默默工作了两个多小时。

安翠梅今年60岁，从事环卫
工作已十多年了。谈及冬天的清
扫工作，安翠梅告诉记者：“虽然
天冷，还要起早贪黑的，但看到
路面干净了，心里就舒服了。最
怕的是下雪时，劳动强度大，衣
服很快就湿透了，寒风一吹容易
感冒。”安翠梅表示，如今乱扔垃
圾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工作压
力也减轻了很多。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姚晓晓
沐浴着冬日暖阳，记者走进郾城区新

店镇薛庄村。沿着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迎
面而来的是整洁的农家小院、绕村流淌的
寨河水、古老沧桑的红砖桥形成的小桥、
流水、人家的美丽画卷，以及三五成群洋
溢着幸福笑容的村民。

在这个充满浓郁乡情的地方，每天都
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日，记者采访
了几名薛庄村村民，她们的故事正是美丽
薛庄建设的缩影。

环境整治 美丽宜居

1995 年，张爱红嫁入薛庄村。那
时，她们家里条件还可以，有几间砖瓦
房。但西边是一个荒坑，到处是垃圾，一
家人生活备受困扰。2003年，张爱红家
盖了新房，但荒坑里垃圾越来越多，夏天
臭气熏天。当时家里用的是井水，她非常
担心地下水会被垃圾污染。所以，她很嫌
弃自己家的位置，挣钱买房搬城里住是她
的梦想。

“原来一下雨到处都是泥，要想出门
办事得准备两双鞋。”张爱红说，那时
候，她都不好意思让亲戚朋友到家里串
门。她做梦也想不到，村里近年来大变
样，她家附近的荒坑变成了广场游园。

“现在，村里通了自来水，出门就是
广场、凉亭、桌椅、小花池。俺家一下子
成了村里的黄金地段，天天人来人往
的。”张爱红说，她家的地段从人人都嫌
弃变成了家家都羡慕，心情不好时去广场
花园遛一圈，坏情绪烟消云散。

张爱红一家的变化，是薛庄村整体环
境变化的缩影。薛庄村位于郾城区新店镇
政府西约五公里处，原名薛敦寨，建寨于
1867 年。环村有一条约两公里的老寨
河，常年有约一米深的积水。2014年，
薛庄村被认定为省扶贫开发重点村，迎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理沟坑垃圾，开挖
整治寨河，抽除河中污水；建游园、治坑
塘、挖池塘，改造户厕、安装健身器材；
打造“花海薛庄”，栽植各类绿化树3000
多株，主要街道两侧建花池70个，铺设
花砖2000多平方米；老房子改建成村史
馆、乡愁记忆馆和脱贫攻坚纪念馆。

如今，整洁的乡村道路贯通全村，公
园式的文化广场平坦开阔，白墙灰瓦的庭
院错落有致，现代化的公厕沿街而立。随

处可见街头游园，家家门口有小花园，处
处都是好风景。

孝老爱亲 乡风文明

2011年，23岁的尚燕琼满怀喜悦地
嫁入薛庄村。婚后她原本打算和爱人一起
外出打拼，但还没来得及出去找工作，婆
婆就病倒了，落下了偏瘫后遗症，从此，
她承担起照顾婆婆的重任。婆婆稍微能生
活自理后，她的两个孩子又相继出生。

10年来，尚燕琼除了到县城附近采
购，鲜有外出。当身边的同龄人都在大城
市挣钱、长见识时，她一直悉心照顾患病
的婆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平凡的岁月
里默默奉献青春，尚燕琼也成了全村人孝
老爱亲的榜样。“我爱人一直在外打工，
基本过年才团聚。我还年轻，也很向往诗
和远方，但更想照顾好家人。”尚燕琼说。

“妈，中午我包饺子，跟俺爸说一声
别做饭了，你们都过来吃。”采访当天，
正值中午，正在家门口跟人聊天的尚燕琼
远远看到拄着拐杖的婆婆，立即起身迎上
去，俩人有说有笑地散步。她们的一言一

行，都是薛庄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的真实写照，也是幸福生活的最好
诠释。

近年来，薛庄村开展了一系列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打造党建、八一、双拥、孝
贤主题文化街道，在主街道、游园、广场
等处设立党建、孝贤、乡村振兴宣传栏；
制订《薛庄村村规民约》张贴上墙，引导

村民爱党爱国爱家，争做文明向上好村
民；每年定期开展好媳妇、好婆婆、好乡
贤、好党员、脱贫自强之星、最美家庭评
选表彰活动。

如今的薛庄村，人人争做环境卫生保
洁员、幸福家庭好成员。邻里和睦、孝老
敬亲、守望相助的故事，更是每天都在上
演。

产业兴旺 致富有门

45岁的张会霞，1994年因意外事故
导致右手伤残。2000 年，她嫁入薛庄
村，当时家里条件很差。2013年，爱人
李长路因垂体瘤做了一次大手术。家里劳
力倒下，日子越来越穷，他们家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想要脱贫致富的夫妻俩找
到村干部表示想种香菇。村里请技术员对
他们进行培训，还给他们申请10万元无
息贷款。2019年，他们承包了3座香菇
大棚，净收入3万多元。“那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张会霞说，不敢
相信自己竟然能过上这样的好生活。

记者在张会霞家的香菇大棚看到，一
排排整齐有序的菌棒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
香菇，散发着诱人的菌香，展现出蓬勃生
机。“这几天正采摘着，你看长得多好。”
正在忙碌的张会霞喜笑颜开，预计收益比
2019年还要多一些。

张会霞家脱贫致富的情况是薛庄村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真实写照。近年来，
一批批产业项目在薛庄村落地生根，打开
了群众的致富门。

目前，村里培育出农业产业化市级重
点龙头企业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个、
种粮大户2个、养殖大户4个。这些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1500多亩，形
成了 100 多亩莲藕、100 多亩猕猴桃、
200多亩绿化苗木、100多亩鱼塘、1000
多亩优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基地。

一个美丽、富裕、文明、和谐的新薛
庄，展现在中原大地。

市卫健委提醒

如非必要
近期不要前往石家庄邢台

环卫工:寒风中的橘色身影

2020年12月20日至2021年1月5日，豫中南信阳、周口等地8支球
队参加的“联盟杯”足球联赛在我市举行。经过半个月的角逐，漯河
天洋建材足球队获得冠军，周口沈丘足球队屈居亚军。这是豫中南七
市体育联盟成立后首次举行的联盟赛事，该赛事今后将每年举办一
次。图为漯河天洋建材足球队与信阳足球队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小村故事多 风景也不错

市民取暖各有招 冬季用电创新高

在村里散步的尚燕琼和婆婆。

在香菇大棚忙碌的张会霞和李长路。

村民们在村里的广场游园休闲聊天。

安翠梅安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