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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南路与金江路交叉口向北 60 米路西，
线杆有裂痕。

尚德路与青河路交叉口向南60米路西，井
盖下陷。

漯河二中南侧公交站台前经常停满机动三
轮车。

浓情腊八 情暖冬日

辽河路与华山路交叉口向西30米路南，污
水外溢。

1.防控六坚持：坚持科学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保持手卫
生，做好健康监测，注意饮食卫
生，做好日常清洁消毒。

2.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出门
随身携带口罩。人员密集、空气
不流通、需要与他人近距离接触

等情形下应及时戴口罩。
3.预防病毒传播保持手卫

生，清洁双手前尽量不要触碰
口、眼、鼻。咳嗽、打喷嚏时要
用纸巾或肘部衣物遮掩。

4.有症状速就医，拖延只会
误时机。如有发热、咳嗽、咽痛
等症状，应及时前往医院发热门
诊就诊。（未完）

据融安县融媒体中心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腊八、祭灶，新年来到。”对漯河市
民来说，进入腊月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年
货了。目前市场上春节物资供应情况和销
售价格怎样呢？1月19日，记者对市区部
分超市和农贸市场进行了走访。

米面油价格基本平稳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在辽河路沟张
农贸市场看到，购物的市民不多，一些商
家正在备货，有的拉回面粉和大米，有的
拉回成箱的食用油，有的拉回整袋的土豆
等。

记者在多家粮油店了解到，面粉、大
米和食用油价格基本与平时持平。一名店
主告诉记者：“面粉、大米虽然家家过年
都会备，但不会多买，再加上供应充足，

价格相对平稳。”
记者在多家售卖肉类的店铺内看到，

无论是猪肉价格还是牛羊肉价格，都趋于
平稳。生羊肉每公斤80元左右，熟牛肉
每公斤106元左右。一名卖肉的摊主说：

“前段时间肉价涨得厉害，现在基本涨不
动了，太贵的话买的人就少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市区泰山路上的
新大新、辽河路上的西悦城和丹尼斯，发
现面粉、大米和食用油供应充足，价格变
化不大。有的商家还降价促销大米和面
粉。有的超市内肉类价格比农贸市场便
宜。

鸡蛋和部分蔬菜价格上涨

采访中，记者发现鸡蛋和一些叶类蔬
菜价格上涨。

在沟张农贸市场，鸡蛋每公斤11.6元

至12元。商户表示，批发价涨了，卖价
自然水涨船高。记者在几家超市走访时看
到，多家超市鸡蛋的价格为每公斤11.76
元。

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是超市，大葱价格
一直“高高在上”。目前，大葱每公斤14
元左右。有的超市内小葱价格竟然标示到
了每公斤23.6元，购买者甚少。

随着春节临近，叶类蔬菜价格均有所
上涨，上涨幅度最明显的是菠菜和生菜。
超市和农贸市场叶类蔬菜的价格接近，菠
菜每公斤6元左右，生菜在部分超市已卖
到每公斤12元。

我市加强市场价格监控

对于百姓关注的大葱和鸡蛋价格，市
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管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市场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大葱

和鸡蛋的价格上涨有其个体因素影响。
据分析，2019年大葱种植面积大，

市场价格偏低，影响种植者的积极性，致
使2020年大葱种植面积减少；受近期疫
情管控影响，外地运输量减少；2020年
夏季，我市雨水较多，造成大葱减产，导
致大葱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上涨原因大致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冬季鸡蛋产量降
低；二是饲料价格上涨，增加养鸡成本；
三是猪肉价格高企，鸡蛋替代需求增加；
四是临近春节，食品企业鸡蛋需求量增
加。

据介绍，我市目前对重点监控的7家
大型超市进行了价格指导，要求经营者对
涨幅过大的鸡蛋、大葱实行保本微利经
营，加大进货力度，稳定市场价格，满足
群众春节需求。

春节临近，记者探访市场

米面油价格平稳
鸡蛋和部分蔬菜价格上涨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回顾2020年，市区马路街

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副经理张仕琦
表示，最令她难忘的就是疫情挡
不住大家读书学习的热情。

张仕琦清晰地记得，2020
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他
们接到省新华书店“即刻闭店”
的通知。1月30日，农历大年初
六，张仕琦和书店其他工作人员
开始轮流到店值班。当时，陆续
有读者向他们咨询能否购买图
书。

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读书需
求，张仕琦找来外卖骑手，让他
们帮忙给读者送书。她建了一个
微信群，在微信公众号上通知想
买书的市民进群。不到两个小
时，群里就进了200人。张仕琦
接连建了3个微信群，共有1000
多人加入。“人不停地进，特别
快，我当时也是惊呆了！没想到
大家读书学习的热情这么高。”
张仕琦介绍，书店工作人员排了

班，负责微信群成员买书登记、
网上收费及投递等工作。在外卖
骑手的协助下，书籍很快就送到
了上千名读者手中。

张仕琦介绍，大家订的书
中，教辅类、资料类书籍占多
数，文学类、工具类书籍也占一
部分。

“很多读者还让我们帮忙推
荐书籍版本、挑选文具等，这种
信任让人心里暖暖的。”为了尽
快将书送达，张仕琦和同事连续
几天奋战在书店，中午简单吃泡
面。读者高涨的读书热情和对书
店工作人员的信任，让他们每个
人累并快乐着。

“网络对实体书店的冲击有
目共睹，但实体书店的价值也不
可替代。疫情期间，我们书店满
足了市民的读书学习需求，体现
了书店的社会价值。”张仕琦表
示，新的一年，她最大的愿望就
是疫情早日结束，她将和同事一
起，为读者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本报记者 杨 光
“我们老家的‘镇领导’加

我微信，让我帮他给别人转账
8.8万元，但被我识破是骗子。”
1月 19日，市民陈女士告诉记
者，她询问后得知老家还真有同
名的镇领导，但该镇领导对此事
并不知情。

陈女士老家在郾城区某镇，
1月 18日晚她收到该镇“张镇
长”微信好友申请。“我对老家
的镇领导不熟悉，也没打过交
道，但我问了父亲和朋友后，得
知真有一位同名镇长，这个微信
用的也是他的头像。”陈女士
说，想着对方加自己微信，可能
有什么要紧事，就通过了好友申
请。添加好友后，“张镇长”不
仅说出了陈女士的名字，还说考
虑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镇上
将出台扶持政策，助力各行业发
展，这一番话让陈女士对其多了
几分信任。

1月 19日早上，“张镇长”
发来微信，说是想向一位上级领
导汇款8.8万元，但直接汇款不

妥，希望陈女士提供一个银行账
号，让他把钱转到那个账号上。

陈女士觉得刚认识就提钱，
和网络诈骗套路类似。为弄清对
方的目的，她提供了一个闲置银
行账号，“张镇长”很快回复说
已转账。等了很久也没有收到汇
款信息，“张镇长”又说，跨行
转账速度慢，希望陈女士先把钱
垫上，转账成功后就能补上。

看到骗子露出“狐狸尾
巴”，陈女士婉拒了对方的要
求，并通过微信后台投诉。“我
特意联系了同名的镇领导，他对
此事并不知情。”陈女士说，如
今诈骗套路越来越多，希望市民
擦亮眼睛，不要受骗。

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这
类冒充单位领导、政府部门领导
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市民不要
随意添加陌生人微信、QQ；无
论是谁以什么名义要求转账，都
必须通过当面、电话或视频等方
式确认对方身份；发现被骗，要
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信息等证
据，及时报案。

■本报记者 张晨阳
近日，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被执行人刘某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被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

在田某诉刘某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舞阳县人民法院判决刘
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田某借款25800元，但是刘某并
未按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

务。田某向舞阳县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舞阳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依法立案受
理。经查证，舞阳县人民法院决
定将刘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
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对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刘某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

防疫知识点

拒不还款 限制消费

疫情挡不住读书热

“镇长”主动加微信 原来是骗局

⑥1 月 20 日中午，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为 39 名滞
留人员准备了可口的饭菜。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⑤1月20日，沙北街道嵩山社区制作的腊八诗画
欣赏展板吸引市民驻足。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②1月20日，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联合辖区商户
为社区空巢老人、残疾人和困难家庭送去腊八粥。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①1月20日，龙塔街道太行山路社区举办“浓情
腊八 情暖冬日”活动。 见习记者 党梦琦 摄

④1月20日，沙北街道金山社区举办“浓情腊八
节 温暖邻里情”活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③1 月 20 日，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江路社区举办
“浓浓粥香味 温情腊八节”活动。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1月20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中国传统节日
腊八节。为弘扬传统文化，营造祥和氛围，我市各社
区、单位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腊八节活动，传递浓浓
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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