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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如公民德行的阳光，它

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
谐提供润滑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
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人的交往
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制，构建起一
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
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
善、互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

小巷里的热心人徐海凤就是我
市众多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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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东路与东山南路交叉口西侧，绿化带
内污水井盖移位。

解放路与天桥街交叉口北侧，污水盖板缺
失。

湘江路与新风胡同交叉口外贸家属北院，
污水盖板破损。

宝塔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公交车站公益
广告脱落。

■本报记者 齐 放
俗话说：“三九四九冰上走。”然而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近两天时值三九寒天，
我市的气温一路走高，市民直呼犹如春天
般温暖。三九时节为何会有如此高的气
温？高温对越冬农作物有何影响？未来几
天的天气又将如何？1月14日，记者采访
了市气象台。

据市气象台监测，1月13日我市最高
气温19.7℃，14日最高气温19.4℃，这
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出现在临颍县。

这几天的气温是否创下历史同期的最
高气温呢？对此，市气象台气象专家董羽
仑查阅了我市自1956年以来的1月份同
期历史气象记录。记录显示，共有三次气
温超高现象，分别是：1958年1月8日和
9日，气温最高均为16.8℃；1979年1月
7日20.2℃，8日19.5℃；2002年1月10
日19.4℃，1月11日19.8℃。近两天的气
温，也是我市有气象史以来同期第三高气
温，将被记录进我市气象史。

“目前气温虽然偏高，但还在正常范
围内。”董羽仑告诉记者，此次高温之
前，冷空气过后天气晴好，冷空气活动偏
弱，加上受地面变性高压和低压控制，再
加上4~5级西南风的影响，致使我市的气
温迅速回升，迎来了晴好暖和的好天气。

三九时节的高温对越冬农作物有哪些

影响呢？市气象局农业气象专家李伟表
示，由于前期气温偏低，对越冬的小麦、
油菜等农作物影响不小，好在没有形成冻
害，同时也抑制了油菜的旺长。这几天的

晴暖天气，则有利于农作物的恢复生长，
总体是利大于弊。

未来几天，虽然我市以晴好天气为
主，但将有多股冷空气南下，气温将从1

月16日起明显下降。在此，提醒市民气
温起伏较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以防
感冒。

未来几天我市天气趋势：
1月 15日：晴间多云，偏北风2~3

级，0℃~11℃；
1 月 16 日 ： 多 云 ， 偏 北 风 2~3

级，-1℃~5℃；
1月 17日：晴间多云，西南风3~4

级，-3℃~8℃；
1月 18日：晴间多云，西南风4~5

级，-2℃~12℃；
1 月 19 日：晴转多云，西南风 4

级，-3℃~8℃；
1月 20日：多云转阴，偏北风2~3

级，-2℃~4℃。

三九天气温偏高
最高气温：1月13日19.7℃、1月14日19.4℃

1月13日，市民进行户外运动，享受冬日暖阳。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讯 （记者 齐 放） 1 月 14
日，为严防新冠疫情，市图书馆实施新
的开馆办法，对开放区域、在馆人员进
行限制，并暂停馆内线下活动。

据了解，市图书馆将实行部分开
放，开放区域为一楼青少年阅览室、二
楼阅览区、三楼成人自习区，其他区域
及自助图书馆暂不开放。开放时间为周
二至周日9~12时、13~17时，12~13
时闭馆消毒，周一闭馆。

市图书馆内仍提供办证、退证、图
书借还服务，暂停举办各类讲座、培
训、沙龙等线下聚集性活动。进馆人员
须佩戴口罩，出示本人信息码和行程
卡，持本人身份证通过红外线测温仪识
别并测量体温后方可进馆。

按照疫情防控相关文件要求，市图
书馆在馆人数上限不超过200人，达到
上限后采取“出一进一”措施，进馆人
员需在1米线上有序等候。如遇入馆和
出馆高峰，读者要自觉排队并保持1米
以上距离。没有佩戴口罩以及体温超过
37.2℃，或有咳嗽、气促等异常现象的
读者，谢绝入馆。老年人、儿童等无法
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的特殊群体，可凭
身份证、老年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登
记并接受体温检测后入馆。

本报讯（见习记者 党梦琦） 1月
14日早上，路边一辆汽车突然着火，
紧急时刻，几位热心人拿上灭火器合力
灭火。

当天早上7点29分，市民王宇骑
车走到太行山路与桂江路交叉口附近，
发现路边一辆面包车冒出浓烟。王宇拨
打“119”后，连忙到附近超市借来灭
火器开始灭火。

7点40分，118路公交车司机杨才
东驾车行至此处，见此情形，马上将车
停在安全位置，拿起车上的灭火器，参
与到灭火行动中。随后，102路公交车
司机于江峰和一名热心乘客也跑过来帮
忙。大家齐心协力，火终于被扑灭。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随着城市照明范围日益扩
大，照明设施管理问题越来越受
到关注。特别是夏季汛期积水路
段，路灯杆经常处在雨水包围之
中，电缆接头一旦漏电就极容易
造成严重的人身安全事故。”1
月14日，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019年认
真排查全市重点积水路段及人员
密集区域，并向市政府申报计划
为372处路灯控制柜安装漏电保
护系统。这项工作被列为2020
年市定民生实事。

2020年4月，疫情缓解后，
我市漏电保护系统工程正式开始
施工。施工期间，技术骨干在施
工现场轮班值守，克服多重困难
保证工程进度。部分老旧线路接
线混乱，技术人员就主动配合施
工方理清线路；部分老城区线路
老化严重，个别路段施工现场环

境复杂，技术人员就积极与施工
单位、设计单位协调，调整施工
图纸，将漏电保护装置安装在配
电柜上级母线上，一旦发现漏
电，该区域路灯全部断电。

2020年6月，我市漏电保护
系统工程完工。6月19日，市区
372 处漏电保护系统投入试运
行，开始进行稳定性测试，并于
7月底我市主汛期到来之前完成
验收并正式启用。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过2020年的运行，目前
我市路灯漏电保护系统运行情况
稳定，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
如市区太行山路、辽河路、海河
路部分路段以及嵩山路沙河桥，
因线路老化严重，部分漏电保护
系统未投入使用。目前，这些问
题已列入 2021 年的改造计划，
确保路灯漏电保护系统正常运
行，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发挥作
用。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57岁的徐海凤是源汇区东大街社区

短工市街一位普通居民，她和邻里关系
融洽，关心公共事务，是大家眼中的

“热心肠”。
1月12日，记者见到徐海凤时，她

正在小巷里扫地。有居民经过，她就热
情地和别人打招呼。“我在家闲不住，看
到路上脏了就随手扫一下，举手之劳，
没啥。”徐海凤说，她如今已经在这里居
住30多年了，和邻里相处都十分融洽。
徐海凤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看到巷子
里哪脏了，都会清扫干净。冬天下雪，
她也会和邻居一起及时清理道路上的
雪，方便大家出行。

徐海凤热心公共事务，邻里生活中

遇到问题，她总是积极协调解决。2020
年，短工市街下水道长期未清理，淤堵
严重，污水漫溢。徐海凤和几名热心邻

居将此事反映给社居委。经社居委协
调，最终请来清淤工人对下水道进行清
淤，事情得到解决，居民们拍手称赞。

“我身体不太好，做过几次手术，腰
也不好，重活儿也不能干，也就力所能
及地帮点小忙。”徐海凤说，因为身体不
好，平时家里人也不让她做什么事，她
就每天出门锻炼锻炼身体，和邻居唠唠
家常。天热的时候，居民们还常常端出
自家做的饭菜，聚在小巷里一起聚餐、
聊天，小巷里常常一片欢声笑语。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徐海凤和
邻里之间相处得都很好，谁家有困难，
她总是热心帮忙。在她看来，邻里之间
互相关心、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同时，
徐海凤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只要社区举
办活动，她就参加，在活动中和邻居们
交流沟通，加深感情。她还积极配合社
居委工作，为社区工作帮忙出力，为居
民做好服务。

“我们这里好多都是老邻居，大家相
处得都可好，而且我们这里老年人也比
较多，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应该多为大家做点事。”徐海凤说。

徐海凤：小巷里的热心人
■见习记者 党梦琦
1月14日上午，漯河日报社

“暖冬行动”小组人员与漯河星
火志愿团志愿者一起来到市区3
户困难家庭中，将生活用品送给
他们，送去了暖暖的关怀。

91岁的李桂枝家住东大街，
老伴和两个儿子相继离世，如今
独自一人居住。志愿者们关切地
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并叮嘱她要
注意身体。“谢谢你们啊，还记
挂着我这个老太太！”看到志愿
者们的到来，老人激动地落了
泪。志愿者连忙拿出纸巾递给老
人，并安慰道：“大娘别难过，
有空了我们就来看看您。”

戏楼后街的邢东萍，无儿无
女，又身患疾病，她的母亲于前
年去世，平日里靠低保艰难度

日。看到志愿者们到来，邢东萍
颤颤巍巍地从屋内走出来迎接。
志愿者将她扶到院内的轮椅上坐
好，并把爱心物资放到屋里。

“平日里社区工作人员就对我很
照顾，经常过来看我，现在还有
你们这么多好心人，谢谢大家的
关心。”邢东萍感动地说。

温暖送进困难家庭

本报讯（记者 姚晓晓）“师
傅，这是你的衣服，已经缝好
了……”1月13日上午，在龙塔
街道辽河路社区杨拐街，关丽娟
将一件改好的衣服递给街坊刘师
傅。正值上班高峰期，又有几位
居民顺路将衣服放在缝纫店后就
离开了。

这家缝纫店实际上就是两台
缝纫机加几把椅子组成，在缝纫
店门外的条幅上写着“便民服务
站”。社区工作人员杨四华告诉
记者，由于杨拐街附近居住的老
年人居多，为了给辖区居民提供
更多的便利，2020年12月初社
区就开始准备这个便民服务站

了，主要为居民提供修补衣服、
轮胎免费充气等服务，还出售新
鲜蔬菜水果，本辖区的居民享受
八折优惠。

“每天来这里买菜的基本都
是辖区的居民，一到买菜的时
间，生意可火爆了。”在缝纫店
旁边的蔬菜专区，正在给顾客称
菜的杨红亚告诉记者，自1月6
日便民服务点开放后，每天店里
进的蔬菜和水果基本都能卖完，
对于那些不方便下楼的老年人，
她们还会送货上门。

据了解，辽河路社区还将在
社区门口设立便民服务站，根据
居民需要定点开放。

1月13日下午，龙塔街道金牛社区工作人员排查商户消防安全
隐患。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社区设立便民服务站

汽车着火 众人扑救

市图书馆加强疫情防控

限制人数 停办活动

启用漏电保护系统
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徐海凤在小巷打扫卫生。

1月12日下午，市区辽河路东段，车辆乱停乱
放占压盲道。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1月13日上午，市区岷江路一公交车站牌附近
停满私家车。

见习记者 何 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