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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

晴 天 ， 西
北 风 3~4
级，-10℃
~3℃

晴间多云，
偏西风3~
4级，-8℃
~5℃

明天 后天

晴到多云，
西北风4~
5级，-4℃
~6℃

市气象局提供

■文/图 本报记者 范子恒
连日来，我市气温骤降，不

少人选择躲在屋内。而河道打捞
工却依然每天开着船，拿一根网
兜，在寒风凛冽的河面上打捞垃
圾，守护着河道的清洁。

1月6日早上7时，嵩山路
沙河大桥下，四名河道打捞工驾
着小船，拿着打捞工具，在河中
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

“进入冬季以来，大风天气
较多，大量的塑料袋及树叶被刮
入河道。为防止树叶及垃圾污染
河道，我们每天都会对河道内的
垃圾进行打捞。”打捞工周师傅
告诉记者。

65岁的周师傅从事河道打
捞工作已经四五年了。他告诉
记者，在水里打捞垃圾是个体力
活，被水浸泡的垃圾要更沉一
些。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
不停地来回捞，肩膀和手臂酸痛

是工作常态。
“最近几天太冷了，河面都

结了冰，每天早上小船都是破冰
前行，我们虽然全副武装，但寒
风吹来，脸都刮疼了。不过，河
道干净了，我们辛苦一些也值
得。”打捞工们说。

据了解，周师傅他们所负
责的河道，两岸来回总长度超
过10公里，每天要沿河工作6
个小时，全年没有节假日。上
午10点，辛苦了半天的河道打
捞工将小船驶到嵩山路沙河大
桥下的垃圾装卸点，完成最后
一道工序——卸垃圾。

寒冷天气里，这些河道打捞
工坚持完成本职工作，用辛苦换
来河清水绿。因此我们在享受着
河清水绿的同时，更要珍惜河道
打捞工们的劳动成果，不要向河
道里随意丢垃圾，给他们减轻点
工作压力。

河道打捞工

辛苦换来河水清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岸边有隔离防护栏，空中有视频监控

设备，地上有界标界碑，路上有交通警示
牌，室内有应急物资……1月6日上午,记
者在源汇区大刘镇湾王村北我市新划定的
澧河饮用水一级保护区看到，各种保护设
施一应俱全，呵护着静静流淌的澧河水，
保护着这条哺育漯河人民的母亲河。

“重新划定澧河饮用水保护区、推进

饮用水保护区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是
2020年省定和市定民生实事。目前这项
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市生态环境局沙澧
河水源保护中心主任胡占启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澧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调整划立及规范化建设是2018年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我市个性问题整
改任务事项。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
务，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

确整改时限：取水口上移工程2019年7
月底前完工，2019年 12月底前联网试
水，2020年年底前完成新水源地保护区
划定及标准化建设。

2019年12月底，取水口上移工程联
网通水调试后，市生态环境局及时启动澧
河饮用水水源地新保护区调整划立及规范
化建设。2020年4月，市生态环境局完
成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历史数据分析、
现状监测和长期动态资料分析等前期工
作，5月中旬完成保护区调整技术报告初
审版编制，初选了新的水源地一、二级保
护区大致边界，排查了保护区内可能影响
水源水质安全的问题隐患。专家评审后上
报省生态环境厅审核后获批。

“目前澧河水源取水口在沙澧河风景
区，这次取水口上移后将确保市区安全用
水。”胡占启告诉记者，按照省厅建设高

标准澧河饮用水水源地的要求，沙澧河水
源保护中心已完成勘界立标、视频监控及
网络传输平台建设、应急能力建设、一级
保护区隔离防护栏安装等工作。其中，高
标准设置了界标22处、界桩18处、界碑
7个、交通警示牌8个，一级保护区拉设
硬隔离围栏两岸全长近2500米，通过视
频监控设备和应急物资储备等建设，进一
步加强了规范化管理。

记者还了解到，在新水源地取水口未
正式启用的前提下，沙澧河水源保护中心
始终坚持把“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最
大的民生工程来抓；始终坚持加快新建
设，不忘老管理，新老水源地统筹管理；
始终坚持“强化日常巡查、强化规范建
设、强化应急应对、强化执法监管和强化
水质监测”五项措施，有效保障全市群众
饮水安全。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元旦过后，下一个节日就是春节

了。近日，在舞阳县九街镇屈岗村，村
民史红伟正在整理生产的灯笼，给供应
商供货。仓库里，红彤彤的小灯笼如同
一串串火红的小辣椒，惹人喜爱。

“目前产品销量很好，库存快没
了。”史红伟高兴地说，去年投资创办
了灯笼加工厂，专门生产装饰小灯笼，
很受市场欢迎。

54岁的史红伟之前在南方务工，
做工程基建，但市场不景气，收入越来
越少。2019年，看到朋友转行销售各
种节日饰品，其中烘托节日气氛的小灯
笼销量很大、利润可观，让史红伟有些
心动。在朋友的建议下，史红伟考察了
一些南方的灯笼加工厂，并跟着学习了
几个月，掌握了制作灯笼的工艺。

“灯笼制作技术门槛不高，可以充
分利用老家劳动力，漯河周边也没有生
产这种灯笼的企业，我就投资七八十万
元购买了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在村里创
业办厂。”史红伟告诉记者。

受疫情影响，加工厂2020下半年
才开始试生产，招聘村里十多位劳动力
到厂里上班，计件发工资。制作灯笼工
作轻松，每天能挣几十元，不少生活困
难的村民很高兴到工厂上班。

2020年12月中旬，史红伟带着生
产的灯笼到县里参加展销会。一串串小
灯笼挂在展柜前，小巧精致，惹人喜

爱，许多参观者纷纷购买。
“当天县里还组织了网红直播带货

活动，我的灯笼通过网络销售了一千多
元。”史红伟告诉记者，生产的灯笼大
部分已经运往南方市场，只留下小部分
在本地销售，自己也开了网店，准备通

过网络拓展销路。
史红伟说，目前加工厂受场地限制

还无法开足马力生产，村里也正在想办
法解决场地问题，期待今年能搬进新厂
房，生产出更多品种的灯笼，带动更多
村民致富。

红红灯笼照亮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 1月4日，经
过几天的连续蹲守，市公安局郾城分局沙
北派出所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

近期，沙北派出所多次接到学生山地
自行车被盗的报警。经过分析研判，发现
嫌疑人有意躲避监控，抓住学生上学时车
停校外且无人看管的漏洞，频繁实施盗
窃。

经过三天两夜的蹲守，1月4日，民
警在沙北某小区楼下将偷盗学生山地自行
车的周某抓获，并在其家中找到作案工具
破坏钳一把。

在证据面前，周某很快承认了偷自行
车的事实。据周某交代，由于没有工作，
手头紧缺钱花，他就打起了学生山地自行
车的主意，偷走后卖了换钱花。

办案民警提醒各位学生及家长，上学
期间要把车辆停放在有人看管的位置，不
给窃贼可乘之机。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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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汉江路商务花园，机动车占压盲道。 金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占道经营。渭河路与银鸽路交叉口东侧，井盖缺失。 建业壹号城邦东区，违规搭棚。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小方砖铺就的小路、融入汉字文化

的百福亭、错落有致的绿化树，为冬日

的游园增添了不少生机……令人想不到
的是，之前这里却是村里的一个荒坑。

1月6日上午，记者走进源汇区大

刘镇皇玉村进行采访。记者走进文化游
园，看见几名老人正围在一张石桌旁悠
闲地下着象棋，旁边几位村民围着百福
亭辨认亭子上不同字体的“福”字，草
坪上的石磨、石磙等老物件则诉说着皇
玉村的乡愁。

“这个游园修建好后成了俺村的一
道风景。村民有了好去处，孩子放学也
都喜欢来这里玩。”提起游园，村民师
德安赞不绝口。

源汇区文化旅游局派驻皇玉村第一
书记连杰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是一个荒
坑，虽然2016年进行了回填，但长满
了杂草，很不美观。

为改善人居环境，2020年12月，
经过集体协商，村里决定将这里修建成
一个以乡愁记忆、汉字文化、幸福生活
为主题的文化游园，并在游园东侧修建
一处公共卫生间。

说干就干，党员们开始除草、清理
垃圾、铺设草皮，村民们也主动捐出家
里不用的水缸、石磨、石槽等老物件。
村里还请来文化志愿者李素娥在游园内
画上手工绘画，并把汉字文化融入游园
内，让村民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体会汉字
的博大精深。

荒坑变游园 村民乐开颜
“守株待兔”
擒获偷车男

■见习记者 党梦琦
“谢谢你们，这么冷的天还

跑过来，我这心里热乎乎的。”1
月7日上午，商桥镇王湾村的张
先菊握着志愿者的手，几度哽
咽，连声道谢。当天，“暖冬行
动”小组与漯河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的志愿者一起，不惧严寒，
看望慰问9户困难家庭，为他们
送去米、面、油、粉条等生活物
资，也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温暖。

商桥镇王湾村的史永恒今年
44岁。2004年，他弟弟意外去
世，弟媳改嫁，出生仅百天的侄
女无人照顾，史永恒便将她接到
家中。2015年和2017年，史永
恒先后突发脑梗、脑出血留下后
遗症，丧失了劳动能力。史永恒
的母亲也因脑出血没有自理能
力。“现在国家的政策好，还有
你们的关心，送来这么多爱心物
资，真是不知道该咋感谢了。”
史永恒激动地说。

在商桥镇党湾村，志愿者们
看望了党广超一家。党广超今年
45岁，8年前患脑脊髓炎生活无
法自理。妻子张丽敏只能在附近
找零活打工。“有啥困难了，可
以告诉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孩子也慢慢大了，日子一定会越

来越好的。”志愿者们鼓励党广
超树立信心，坚强生活。

当天下午，“暖冬行动”小
组与志愿者们又来到源汇区问十
乡，看望了6户困难家庭。“大
爷，我们来看看你们。快过年
了，给你们带了点米、面、食用
油。”一来到问十乡周庄村谭风
申家，志愿者就笑着跟老人打招
呼。“谢谢你们惦记着我，谢
谢。”谭风申今年85岁，老伴有
脑梗后遗症，前段时间又因摔伤
骨折，在堂屋的一张病床上养
伤。看到志愿者到来，老两口满
是感激。

“看到困难家庭的生活不容
易，给了我很大的感触。以后我
会多参加公益活动，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给予他们温暖。”
一名志愿者说。

天冷风寒人情暖
暖冬行动再出发

展销会上，史红伟生产的灯笼颇受欢迎。

皇玉村新改造的游园。

正在打捞垃圾的河道打捞工。

本报讯（记者 朱 红）从遍体鳞伤、
骨折翅断到毛发光亮、膘肥体胖，不少野
生动物受伤后被送到市人民公园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有的痊愈后放归大自然，有的
在救助站安了家。1月7日上午10时，记
者在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将笼子打开，
几只接受救护的番鸭、水鸡扑腾着翅膀游
到湖中，悠闲自得地游来游去，俨然一副
湖中“主人”的模样。

“2020 年，我们共救护动物 87只，
其中包括苍鹰、娃娃鱼、猫头鹰等国家二
级野生动物和‘三有’保护动物。”市城
管局人民公园主任赵明介绍道，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负责接收救护国家、省重点和一
般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收留饲养不具有
野外生存能力的野生动物。

近年来，随着人们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增强，越来越多的市民看到受伤野生动物
后，会第一时间通知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工作人员初步检查动物情况、辨别动物种
类后，登记接收动物，并向送达人出具接
收动物证明，随后进行动物防疫及救治。
此外，该中心还承担了“动物医院”职
能，被救护的野生动物一旦恢复健康，就
会放归大自然。

一年救护
野生动物87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