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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路与金山北路交叉口，交通信号控
制箱未固定。

人民东路与纺织路交叉口西侧，开心网吧
附近自来水管破裂。

黄河西路与陵园路交叉口西侧，污水盖板
缺失。

柳江路与嵩山南路交叉口东侧一道巷，污
水盖板缺失。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
昊）近日，鉴于河北省本土确诊病例明显
增多，我市加强了公共场所的疫情防控工
作。1月13日，记者走进车站、医院、超
市和影院等公共场所，进行实地探访。

【乘车】
实名制登记 全程戴口罩

1月13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市区
人民路漯河汽车站。在车站外广场，记者
看到有旅客进进出出。购票大厅门口前放
置有展板，张贴着我市有关疫情防控的通
告和“致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内容，并
附有需要扫描进站的健康码和行程卡。

进站大门口处，两名工作人员一边手
持喇叭提醒旅客戴口罩进站、出示健康码
和行程卡，一边查验进入售票大厅人员的
体温、健康码和行程卡。对于没有用智能
手机的老年人，她们会专门进行信息登
记。

记者在现场看到，旅客严格按照防疫
要求程序去做，车站秩序井然。刚从安徽
合肥市返乡的凌先生说：“现在各地都加
强了疫情防控，感觉这也很正常，不会影

响行程。”
车站总服务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车站采取的是常态化防疫措施，单车
次没有限制减少乘员数量。但旅客必须戴
口罩、测体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车
辆行驶途中，旅客必须全程佩戴好口罩。

【就医】
入院测体温 陪护更严格

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市第三人民
医院。医院门诊楼入口处一侧，除摆放着
我市相关部门的防疫提示和健康码与行程
卡外，还有发热患者的就诊流程，提醒患
者如何到发热门诊等。

进入一楼大厅后，入院人员除需要佩
戴好口罩外，还要在自动测温仪前检测体
温。体温正常者，工作人员会提醒入院人
员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等。

记者看到，有两名入院人员没有佩戴
口罩，被工作人员提醒到医院外购买口
罩，戴好后再进入门诊楼。一位导医告诉
记者，医院目前按照相关防疫要求做好公
众部位的消毒工作，并做好入院人员的体
温检测，如果有发热人员，会专门引导到

发热门诊进一步检测。
记者了解到，根据市卫健委的相关提

醒，目前在我市医院的患者住院前须完成
核酸检测，检测结果正常方可办理入院。
非必要不陪护、不探视，提倡电话、视频
探视。特殊情况确需陪护的，只允许1名
人员陪护并相对固定，固定陪护人员必须
进行核酸检测或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

【购物】
商场加强通风 保持安全距离

当天上午，记者又来到市区泰山路沙
河大桥北端的新大新商场。刚进入超市，
就有工作人员提醒记者戴好口罩，然后用
测温仪在记者手腕部测量体温，显示正常
后才允许进入。

记者在超市看到，前来购物的市民络
绎不绝，不但购物市民佩戴着口罩，超市
售货员也都佩戴着口罩。收银区，购物市
民在排队结账时也都自觉保持着安全距
离。“我前些日子在商场很少戴口罩，不
过现在外地疫情又严重了，戴上口罩也是
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在超市购物的市民

权女士对记者说。
超市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超市加强

了通风换气促进空气流通，对经常接触的
公共用品和设施像存储柜、电梯间按钮、
扶梯扶手、公共垃圾桶等，每日清洁消毒
不少于三次。超市还及时清理垃圾，保持
电梯、咨询台、售货区等区域环境整洁，
洗手间、生鲜区要做到无积污、无异味。

【娱乐】
出示健康码 观影戴口罩

当天中午，记者来到市区辽河路丹尼
斯商场的奥斯卡影城。此时，虽然观看电
影的观众不多，但影院工作人员仍然严格
要求观众按照规定进入影厅。

观众需要先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
和行程卡，在测量体温后才允许购买电影
票。进入影厅之前，工作人员还会专门提
醒观众看电影过程中不要摘除口罩。

影院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影院仍然执
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按照文化和旅游
部门有关规定，继续执行上座率不超过
75%等规定，并采取有效措施使人员之间
保持安全距离。

戴口罩 测体温 出示健康码
我市公共场所加强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杨 光
进入腊月，节日气氛渐浓，回不回家

过年，成为不少在外务工人员必须做出的
选择。记者了解到，元旦过后已有不少在
外务工人员陆续回到家乡，但也有一些老
乡表示，响应政府号召，如果不能回家，
在工作地过年也不错。

理性面对

1月13日，记者采访了家在舞阳县的
屈先生。他在广州做生意，1月10日回到
漯河。

“今年是回家过年最早的一次，就是
担心再过几天回不来。回来后要带着核酸

检测报告，先在小区进行报备，然
后才能外出活动。”屈先生告诉记

者，提前回来就是为了避开出
行高峰，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对于春节是否回家，不少老乡持观望
的态度，做两手准备。“如果回不去就在
深圳过年，降低风险。这既是对别人负
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在深圳上班的沈
先生告诉记者，这段时间，老乡群里大家
都在讨论回家过年问题，大多数人心态平
静。

郾城区新店镇的赵星，在河北省保
定市一所大学做餐饮生意。往年这个时
间，他们一家已经开始收拾行囊，准备
回漯河过年，但今年他们决定不回家。

“河北出现疫情，我们回去就是给家乡添
乱，今年只能通过手机给亲朋好友拜年

了。”赵星说，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大家
都能顺利出行。

听从指挥

对于外出工作人员是否回家过年，记
者也采访了我市在各地的商会组织和外派
机构。

记者从广东省河南漯河商会了解到，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商会新年年会已经
推迟，并发布通知告诉所有老乡非必要不
聚餐、不聚会、不聚集。如果需要返乡过
年，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并携带好相关

证明资料。
上海市漯河商会会长刘易成说，出于

疫情防控考虑，今年不再组织免费接漯河
籍上海务工人员回家过年的爱心大巴，并
且已通告所有漯河籍在沪务工人员，尽量
听从指挥，留在上海过年。

漯河市驻京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京工作的漯河籍人员，防控措施做得很
到位，大家都会遵从指令，减少外出，不
聚集，尽量不回家过年。

1月13日，记者从郾城区沙北街道了
解到，元旦过后，该辖区已经有近百名居
民返回，其中以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为
主。

据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返乡人员须有
核酸检测证明、健康码、行程卡
等，还应第一时间向所在村（居）
委会报备基本信息，并配合落
实相应管控措施。

在外务工 回不回家过年
不少人选择留在工作地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洁白如新的厂房里机器轰

鸣，几名工人正忙碌着，一张张
加工好的板材已打捆好……1月
6日，记者在临颍县巨陵镇大段
村了解到，一座20世纪80年代
就废弃闲置的厂房，这两年经过
当地政府和村里的努力，被一家
木材加工厂相中。村民在家门口
实现了挣钱养家。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见效益
了。”提起加工厂，大段村党支
部书记段广超说，这个厂房现在
不仅每年给村里交几万元租金，
还带动村里的脱贫户就业增收。

原来，一年前，临颍县工业
园区招商分队外出招商时了解
到，开封几个老板想找场地经营
木材加工。“得知消息后，我和
当时的大段村第一书记刘军凯向
镇里提起村里废弃的面粉厂。”
段广超说，这个面粉厂因经营不
善倒闭，几间现成的厂房闲置
着，却很少有人看得上。2018
年年底，村里利用扶贫专项资金
对废弃厂房进行升级改造，破旧

不堪的厂院变成了窗明几净的新
厂房。

“当时听说厂房是用扶贫专
项资金改造的，我就没有丝毫犹
豫，直接来村里看场地了。”木
材加工厂老板许磊是开封人，实
地考察大段村这个新改建的厂房
后，当天就和村里签订合同，第
二天就带着机器来村里“安家落
户”了。

“在这里每个月能拿700元，
干的都是零散小活。”脱贫户张爱
英说。她的小女儿正在上初三，
自己患有慢性病，丈夫因交通事
故去世，家里全靠她支撑。“老板
人很好，有活了就叫俺过来干。”
张爱英告诉记者，像她这样的村
民还有6名，在厂里务工成了他
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这个厂房每年给村里
交3万元的租赁费，我们总共签
订了4年合同。下一步，我们和
加工厂老板打算再扩大一下规
模，吸纳更多的村民就业，给村
里带来更多收入。”段广超信心
满满地告诉记者。

■见习记者 党梦琦
1月13日，漯河日报社“暖冬行动”

小组与漯河昊德爱心中转站志愿者、河南
天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共享易物
科技有限公司、召陵区铂爵游泳健身爱心
商家一起，将爱心物资送到7户困难家庭
中。

家住郾城区前周社区的周志强今年
61岁，本人智力残疾，39岁的大女儿患
有脑瘫，身边离不开人，家中仅靠妻子一
人维持生活。“有时候想出去找个工作，
但家里一大一小都得照顾，工作时间也不
好保证，只能做些零零散散的工作。”周
志强妻子说起家里的情况两眼含泪。

看到志愿者们带着爱心物资到来，尽
管走路不利索，但周志强仍坚持上前，拉
住志愿者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在李集镇陈刘马村，67岁的独居老
人陈自民常年患病，腿脚也不好，生活拮
据。将爱心物资交给陈自民后，一名志愿
者默默地从包里拿出200元钱递给老人，
让老人买件新棉袄。“闺女，你叫啥名字
啊？”陈自民连忙问道，但志愿者摆摆
手，不愿意说出名字。

记者再三追问，得知这名志愿者叫史
宵宵。“看见老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爷爷
奶奶。他身上这件棉袄已经旧得掉了皮，
今年冬天冷，就想让他买件新棉袄过
冬。”史宵宵说。

为尽快将爱心物资送到困难家庭中，
志愿者们一路奔波，直到下午1点多才吃
上午饭。

“看了这几个困难家庭的情况，我心
里沉甸甸的，也更加坚定了要帮助困难群

众的决心。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我愿意
尽自己的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为他们献出一份爱心。”一名志愿者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一张老照片在微信朋

友圈被热传，并引发众网友留
言，猜测照片拍摄年代和地点。

记者几经打听，找到了照片
拍摄者张文明老人。他表示，这
张照片是 1986 年 12 月底拍摄
的，拍摄地点是公安街与马路街
交叉口。当时漯河下了大雪，热
爱摄影的他立即带上相机，拍了
36张雪景。这两年，他将这些老
照片进行扫描，赠送给热爱摄影
的朋友和有需要的人。

“现在这个路口已是高楼大
厦拔地起，轿车满街跑。但那时
候，汽车非常少见，如果出现一

辆，大家都会跟看稀奇物一样围
观，我看到街上有车就随手拍了
一张。”张文明说，“现在看这些
老照片，深刻感受到祖国发展真
快，我们漯河变化真大！”

不少网友看过这张照片后留
言并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

网友“芋头酥大王”：这张
照片让我想起来当年跟着父亲半
夜起来，拉着架子车去漯河卖红
薯的往事。当时1角钱1.5公斤
红薯。

网友“攀枝燕”：架子车上
的车围子让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
那个年代。时光太快，好在生活
越来越好。

照片印证漯河巨变

1月13日，沙北街道嵩山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各小区和醒目位置悬挂疫情防控知
识相关横幅，提高居民防控意识。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1月13日上午，龙塔街道祁山路社区亚泰名仕公馆小区门口，社区工作人员为进
入小区的业主测量体温，并提醒业主戴好口罩。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7户困难家庭收到爱心物资

闲置厂房变扶贫车间

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消除交通安全隐患，1月9日以来，舞阳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对辖区主要道路以及小区周边长期停放的

“僵尸车”进行集中整治。
见习记者 何 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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