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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建设路与牛行街交叉口宏泰家园小区，一个
井盖破损。

交通路龙腾馨苑小区，有人私装地锁。 井冈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有人占用公共
停车位。

2020 难忘瞬间

坐公交验健康码 老人小孩怎么办

刘洋君：守护平安路

百姓大舞台 农民当“明星”

大风吹落彩钢瓦 砸中路过出租车

■本报记者 杨 光
1 月 11 日，我市出现大风

天气。中午12时，临颍县县城
人民路一栋五层临街楼楼顶的
防雨彩钢瓦被强风吹落，砸到
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并导致人
民路交通堵塞，所幸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临颍县交警和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交警采取交
通管制，指挥行人绕道有序通
行；消防员爬上楼顶，用切割机

将悬挂在空中的防雨彩钢瓦支架
切断，然后由施工人员对现场散
落的彩钢瓦进行清理，到下午3
点多，人民路恢复畅通。

本报提醒市民，大风天气，
应停止高空作业和户外游乐活
动；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
架、广告牌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
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损坏的
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刮风
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
下面逗留。

长江路龙苑小区，有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
上。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1月11日，记者了解到，出于疫情防

控需要，我市已在市区开始推行验证“防
疫健康信息码”乘坐公交车。那么，实行
实名验证后，市民的出行有哪些变化？对
老人和孩子会带来哪些不便？记者对此进
行了实地探访。

验健康码 市民理解并支持

11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在市区黄
山路漯河小学公交站坐上了一辆107路公
交车。上车前记者看到，车门外侧贴有佩
戴口罩乘车的提醒，上车后司机提醒上车
乘客戴好口罩。上车刷过付款码后，司机
提醒记者还要出示健康码，并提醒记者扫
司机室隔板上的二维码。

司机告诉乘客：“出示健康码很重
要，不仅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也是对他
人的健康负责。所以大家一定要出示健康
码。如果以前申领过，出示一下就可以；
如果有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出示一下也
行。二者可选其一。”

记者扫描二维码后，显示此码是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的防疫健康码，并显示
使用场景和功能。如果是初次申领，会要
求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记者点击“查看防
疫健康码”按钮后，屏幕再次显示“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等
字样。随后，记者点击“立即领取”按
钮，页面显示“个人防疫信息码”，并有
绿色二维码图样，以及“未见异常”字

样。
记者看到，经过的站牌处不断有市民

乘坐公交车。经司机提醒后，大家都很自
觉地将防疫健康码出示给司机看。

一位拿老年证坐车的60多岁的老太
太问道：“我用的是老年机，如果以后坐
车一定要出示健康码，我们老年人咋
办？”

“您可以让家属帮您申领，然后打
印出来；或者您到社区开证明，然后拿
着这些都可以坐车。”司机耐心地回答
说。

记者注意到，虽然市民坐公交车出示
健康码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但多数乘客

表示这并非多此一举，而是疫情防控的需
要，应该按照要求坐公交车。

“一码一卡” 确保安全

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乘
坐市区公交车出示健康码正在宣传引导
阶段。根据交通运输部下发的《关于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
年人日常交通出行的通知》、漯河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下发的《关于加强对“防疫健康信
息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进行查验的
通知》文件精神，从1月8日开始，市公
交集团部署了乘坐公交车查验“防疫健
康信息码”及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
的工作，要求各营运公司积极传达落实
会议精神，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好对营运人员、营运车辆、各个场
站区域的防疫措施，并做好防疫记录，
及时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多措并举，让
市民乘坐放心车。

目前，市公交集团严格要求营运分公
司做好站场、营运车辆的卫生清洁和通
风、消毒工作，做到“每日两次消毒”和

“每班次通风”。营运期间，车长及管理人
员定期测量体温，戴好口罩，做好必要的
自我保护措施；车长要求乘客必须佩戴口
罩、查验“防疫健康信息码”，通过“一
码一卡”方式，进一步确保乘客健康、安
全出行。

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方便老年人和中小学生乘坐公交车，
已要求车长不得将健康码作为市民乘车
的唯一凭证，老年人和中小学生凭借亲
友帮助其完善资料取得的纸质版健康码
也可以乘坐。此外，老年人凭有效身份
证件、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纸质证明
或医院等相关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都可
以乘坐公交。

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乘
坐市区公交车要求出示防疫健康码还处于
宣传引导阶段，此后将推行出示“防疫健
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乘车，特
殊时期，希望市民给予理解支持。

此外，市公交集团呼吁广大乘客选择
公交出行时，请自觉提前准备健康码，戴
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投币，选
择刷卡或移动支付乘车，降低交叉感染风
险。

■文/图 见习记者 党梦琦
每周有演出、年年有擂台。

在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百姓大
舞台活动可谓异彩纷呈。1月10
日，记者来到裴城村，感受百姓
大舞台带来的浓郁气息。

当天下午，记者还未走到
裴城村文化广场，就听见鼓乐
阵阵、笑声连连。走近之后记
者看到，村文化广场上人头攒
动，优美的旋律、欢快的舞
步、灿烂的笑脸……裴城村百
姓大舞台文艺擂台赛正在上
演，群众为参赛选手们呐喊助
威，现场气氛热烈。

尽管并没有华丽装饰，但丝
毫不影响大家的表演。舞台上，
村民身着表演服装，随着《歌唱
祖国》 的音乐和节奏明快的鼓
点，不停地变换着队形，尽情舞
动；小戏迷画着花脸，有板有
眼，并随着剧情不时翻腾跳跃，
赢得阵阵掌声；有的虽装扮简
单，但娴熟的唱功，令台下观众
不断喝彩。

“我们从2019年 9月开始，
每周都会在这里演出，除了刮风

下雨下雪天气外，从不间断，每
次都有很多人来观看。今天我们
表演的节目是在网上找的视频，
然后又进行了一些改动。”今年
58岁的村民赵玲是裴城村夕阳红
鼓乐队的负责人，她笑着告诉记
者，鼓乐队共有15名成员，年
龄都在50岁以上。平日里除了
跳舞，队员们还会在一起进行盘
鼓训练、表演。

“百姓大舞台，人人都能参
与，方便村民自娱自乐。”赵玲
说，“平时没事了，大家就来排
练，比坐在家里强多了，既活动
筋骨锻炼了身体，又联络了村民
之间的感情，促进邻里和谐。”

在裴城村百姓大舞台上表演
的不止本村的村民，许多临近乡
镇、热爱文艺的村民也纷纷加入
进来。每周的演出，都会预留出
半个小时的时间，供想要上台表
演的村民登台献艺、展示风采。

“有了这个舞台，看表演更
方便了，只要有表演我就过来
看。”“有时候我想唱歌了，也会
上去表演一下、露露脸。”采访
中，裴城村村民抢着说。■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记者再次收到了网友提供的
几组照片，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些照片背
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毛旭是漯河市第二初级中学副校

长，也是我市四星级志愿者。热心公益
的他结合实际，创新形式，将志愿服务
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带
动师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学校志愿服
务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1月11日，记
者采访了毛旭。

带动教师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在该校会议室，毛旭组织教
师志愿者开展了一场“手拉手”爱心帮
扶活动——帮助学校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没有隆重的仪式和复杂的环节，但
每位教师志愿者都在尽一己之力为学生
奉献爱心。

“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我们一
般不公开举行仪式。”毛旭说，对于教
师志愿者而言，这种帮扶活动已经成为
一种常态化的活动。教师志愿者通过捐
款，购买书籍、文具、体育器材、生活
用品等，开展爱心访谈、上门家访、心
理咨询等工作，对贫困学生做到“思想
上引导、生活上照顾、经济上资助、学

习上帮扶、心理上关注”。除了资助本
校贫困学生，他们还举行志愿支教、送
教入村、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活动，用
爱心温暖更多孩子的心灵。

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令“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八个字
深深地铭刻进每位教师志愿者的心中，
并激励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志愿精神。
2020年1月，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该
校教师志愿服务队迅速行动起来：开展
线上授课到人，线下送书到家，校内检
测消杀，隔空心理谈话，建立全校师生
健康档案1.8万个；通过志愿服务活动
的形式，对全体师生、学生家长、社区
群众进行卫生知识培训教育，引导师生
及学生家长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规范管
理学校卫生工作，全面提高学校卫生工
作水平。2020年，该校被评为“省级
卫生先进单位”。

将志愿活动纳入德育工作中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为了
更好地落实这一任务，毛旭创新了

“555”志愿服务方法，开展师生志愿服

务活动。毛旭告诉记者，“555”志愿服
务方法是指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加强班主
任队伍、家长委员会、学生会、共青团
和少先队“五个队伍建设”；坚持“五
个结合”，即学校活动、家庭活动、社
会活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
合；在志愿服务中融入理想信念培育主
题、核心价值观宣传主题、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主题、生态文明保护主题和心理
健康关注主题“五大志愿活动主题”。

自2018年以来，毛旭将是否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作为评先评优的标准之
一，督促学生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养成
文明行为习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主动搀扶老人过马路这些都成为孩子们
自发、自觉的行为，校园内拾金不昧的
现象非常多。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很多家长反馈孩子变得懂事、守规矩
了。”毛旭说。由于创新德育工作方法
并取得显著成效，该校被河南省教育厅
表彰为“2019年河南省德育工作先进
集体”。

每年春节前夕，毛旭都要带着笔墨
纸砚前去社区，义务为居民写春联，并
且将春联送到贫困家庭中……虽然耗费
时间和精力，但毛旭乐在其中。“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通过老师和学生带动家长共同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促进他们文明行
为习惯的养成，相信志愿服务之花会永
远绚丽绽放。”毛旭说。

毛旭：带动师生一起参加志愿服务

今年21岁的胡锦洋是召陵区人，
目前在商丘师范学院读书。2020年12
月19日，他和室友在完成献血后拍下
了这张手拿献血证的照片，记录下对他
们来说珍贵的瞬间。

“2015年，我认识了一位叔叔，
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看他微信时发现
他是一名有过百余次献血经历的志愿
者。我被他的事迹感动了，就暗下决心
也要成为他那样的好人。”胡锦洋说，
2020年12月19日，学校来了一辆献血
车，他和一名室友各献了400毫升血。

1月10日，市民刘雨馨发来一张消
防员在废墟中搜救的照片。“2020年
11月，五一路一处民宅着火，我目睹
了消防员冲进火场灭火的场景，后来又
看到微信朋友圈里传出一些救火现场的
照片，其中这张消防员高举手电筒在一
片狼藉中搜索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
刘雨馨说。

记者了解到，当时参与救援的是源
汇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江路特勤站。
2020年，他们共参与火灾救援300多
次。“一般火灾扑救结束后，我们会进
行现场排查搜救，确认是否还有人员或
贵重物品需要救援，这张照片应该是大
火扑灭后消防员搜救的照片。”源汇区
消防救援大队金江路特勤站站长刘涛
说。

废墟中的搜救

献血证的故事

1月11日，沙北街道双汇国际花园社区志愿者对沿街门店疫情
防控情况进行排查。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夕阳红鼓乐队表演《歌唱祖国》。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新锐
1 月 7 日早晨 7 时 50 分，寒风凛

冽，市区黄河路与嵩山路交叉口，女辅
警刘洋君英姿飒爽地站在执勤位置上，
挥动着双臂，娴熟地指挥车辆和行人安
全有序通行。

“我们每天早上 7时 30 分就上岗
了，除指挥行人和车辆有序通行，还要
制止违章行为，帮助遇到困难的行人或
司机。”刘洋君说。

刘洋君今年 20 岁，是市交警支
队秩序管理示范大队嵩山路蓝天岗
的一名辅警，在这里执勤已有一年
多的时间，现在是这个执勤点的负
责人。

“今天天气很冷，风刮在脸上像
刀割，虽然戴着绒手套，穿着棉警
服和毛皮鞋，寒意还是浸透了身
体。”刘洋君说，“天气再冷也要坚
守岗位，我们在岗，就是要让交通
秩序更规范，行人车辆更有序。”为

防手脚冻僵，刘洋君要时不时在手
套内握起拳头暖暖手指，在岗位上
走动走动暖脚。

采访时，记者看到一辆装着货物
的电动三轮车经过路口时突然停在路
中间，车主推不动车，刘洋君就赶紧
过去帮助车主推车。

“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交通高峰
期间路口不能有车辆停留，否则就会造
成交通混乱，我们必须先把故障车推到
路边。”刘洋君说。

在寒风中执勤虽然避免不了受冻，
但刘洋君毫无怨言。“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要坚持下去。”刘洋君说，“看到交通
畅通无阻，大家平安出行，我就很欣
慰。”

刘洋君

一名乘客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查询防
疫健康信息码。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月11日上午，源汇区顺河

街街道东大街社区发生一起火
灾，所幸社区人员发现及时并将
火扑灭。

东大街社居委主任黄云贺告
诉记者，1月11日上午11点20
分左右，正在办公室忙碌的他们
突然闻到一股物品被烧焦的味
道。检查后发现居委会门口附近

的一处狭窄过道不时有烟雾冒
出。他们赶紧用灭火器扑火，同
时有人拨打了119电话。消防人
员赶到后将残余的火星彻底扑
灭。

据介绍，过道里堆放着木
块、破旧轮胎等杂物，起火原因
不明。消防人员提醒，冬季寒冷
干燥，是火灾高发期，杂物一定
要及时清理，以免发生火灾。

过道杂物起火被扑灭
提醒：杂物要及时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