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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街与公安街交叉口向西约 20 米路南，
人行道地砖破损。

柳江路与太白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20 米路
北，路面塌陷。

黄河中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口向西约20 米路
北，垃圾无人清理。

湘江东路与解放南路交叉口向西约50米路
南，路面破损。

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
编辑：李小将 校对：谭教园 05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民生·社会

友善如公民德行的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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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红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本报记者 朱 红
高红今年 50 岁，多年如一日

地在市区纬一路爱心粥屋做志愿
者。

纬一路爱心粥屋由爱心人士靳
伟芳出资筹建，设立于 2016 年 7
月，主要为环卫工人、孤寡老人、
残疾人等提供免费早餐，目前有稳
定的志愿者50人左右。爱心粥屋设
立时，高红就开始在这里做志愿
者。

11月8日早上6点多，在纬一
路爱心粥屋，数十名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已经忙碌，盛粥、端饭、发
馒头，忙而不乱、井然有序。据了
解，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上5点
左右，志愿者就来到爱心粥屋熬
粥、切菜、炒菜，6点之前饭菜就全
部做好。

高红的工作是每天在爱心粥屋
的几个红包群里收爱心人士的捐

款，同时为大家送上祝福语。“我每
天都要收近百个红包，一元、两
元、五元……每收到一个红包，我
就会发‘日行一善，福慧双增’‘工
作顺利，顺心如意’‘吉祥安康，福
来福往’等祝福语表达谢意。每一
个祝福语我都会用心编辑，让献爱
心者感受到诚意。”高红说。

每逢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
日，高红和爱心粥屋的其他志愿者
会购买礼品看望贫困老人；同时也
参与助学以及配合其他爱心粥屋的
活动；夏季参加“为瓜农送真情”
活动，为瓜农、果农提供免费早
餐。

2017年，纬一路爱心粥屋先后
成为许洼小学、伊平小学学雷锋基
地，很多师生到爱心粥屋做志愿
者。

“一些固定在这里吃早餐的环卫
工人受到感动，也做起了志愿者，
帮着削土豆皮、切菜、炒菜等，还
有一些环卫工人会捐款。这让我很
感动。”高红说。

截至目前，爱心粥屋累计就餐
人数近30万人次，累计志愿服务30
多万人次，累计发放馒头 6 万多
个，平均每天前来吃饭的环卫工人
等达到200人。

高红说，很多志愿者没有时
间参加志愿服务，就给爱心粥屋
捐钱，又不让知道他们的名字。

“其实，我们粥屋所有的志愿者都
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地奉献，
更感谢那些长期资助我们粥屋的
无名志愿者，让爱心粥屋能延续
下去。这也为我增添了动力，督
促我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
高红说。

高红：爱心粥屋的志愿者

11月8日，召陵区东兴电子产业园双汇电子商务的工作人员正在打包发货。
11月1日至6日，双汇电子商务共发货81685单，日均发货量13614单。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11月8日，记者在顺丰速运漯河中转场看到，随着“双十一”临近，快件比
平时增加不少，工人们在忙碌地分拣，确保快件及时送达。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本报记者 王 培
通 讯 员 王明慧

11月7日上午11点10分，在
市区人民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
队执勤人员田浩杰突然发现路口
西北角有一辆外卖电动车着火，
便立刻上前了解情况，同时通过
对讲机呼叫同事前来帮忙。

田浩杰先将围观群众疏散，
并告知骑手拨打 119报警电话。
随后，田浩杰拦下一辆路过的公
交车，借来车载灭火器尝试将火
扑灭。由于火势较猛，公交车司
机也拿着两个灭火器前来支援。

附近商户也纷纷提水帮助灭火，
可火势依旧未减。

由于担心电瓶发生爆炸，田
浩杰与同事再次扩大封闭区域，
控制现场，直至消防人员赶来。
11点37分，火终于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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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烙馍走向全国

让游子品尝家乡味道

六旬老人勇救落水者

贾湖陶文创作品
亮相第八届中原文博会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一张小小的烙馍，不仅打响了品

牌，还通过网络走向全国，成了游子
口中的美食。近日，记者在舞阳县莲
花镇了解到，莲花镇白庄村村民白乐
参靠开办烙馍店致富后，又帮助村里
经营烙馍店，并通过网络将烙馍销往
全国。

11月8日上午，在莲花镇白乐参的
天天烙馍店里，两条流水线正开足马力
生产。工人将按比例配好的面倒入设
备，和面、拍饼全部自动完成，传送带
上有一个类似平底锅的加热设备，将面
饼烘烤十秒钟左右，一张张面香扑鼻的
烙馍就做好了。工人将烙馍风干、撒上
少许面粉，以每袋十张烙馍进行分装。
中午过后，快递公司的业务员前来取
货，一包包新鲜的烙馍贴上标签发往全
国各地。

“没想到烙馍这么受欢迎，网店才开
几个月，销售量却不小。”白乐参告诉记
者，虽然现在是烙馍销售淡季，但通过
调整销售模式后，每天网络销售500多

包。
烙馍是河南人喜爱的一种面食。

白乐参生产的烙馍有嚼劲儿，卷菜不
会烂，价格也不贵，市场反馈特别
好。

记者看到，在白乐参的网店里，网
友们都是一次购买几袋，并且给出五星
好评。不少网友评论说：“不错，确实有
家乡的味道。”

“我们生产的烙馍大部分销往南方沿
海城市。这些城市里河南人多，他们喜
欢家乡的特产，买一次就成了回头客。”
白乐参自豪地说，不少在南方开饭店的
河南人成了网店的常客，甚至靠这种家
乡的特产吸引客源。

白乐参今年 43 岁，2016 年开始
经营烙馍店，进行机械化生产。白乐
参选用最高质量的面粉，严格把控产
品质量。

“产品投放市场后，最初销售情况
并不好，因为消费者没有见过袋装烙
馍，不太适应。”白乐参说，销售不掉
的烙馍扔掉了不少，但第二天仍然继

续推广，这样坚持了八个多月，最终
在市区的超市打开了局面。

今年上半年，漯河实验高中派驻白
庄村的第一书记周振江多次找到白乐

参，希望他能为村里出一把力。白乐参
帮助白庄村建立了烙馍店，给村集体带
来收入的同时，又解决了一些村民的就
业问题。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 11月
5日，第八届中原（鹤壁）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启动。舞阳贾湖陶
文创作品参展。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
务厅、鹤壁市人民政府主办，主
题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保
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出于疫
情防控需要，本届文博会改为线
上举办，游客可以通过“云上文

博”官方账号及媒体网络直播线
上观展、线上交易。

舞阳贾湖陶瓷艺术馆的贾
湖陶文创作品“贾湖养生壶”

“贾湖天罡壶”“贾湖天书壶”
“贾湖刻绘壶”“贾湖水、金、
火、木、土”等均在文博会亮
相，集中展示了贾湖窑古陶被
列为漯河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
设重点项目以来的文创作品开
发成果。

■左晓艳
随着寒潮来袭，气温骤降，

一下子让人有了进入寒冬的感觉。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

冬季，我国北方地区气温较常
年 同 期 偏 低 。 因 而 ， 未 雨 绸
缪，应对天气变化可能带来的
不利因素，切实保障民生，确
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就成了
当务之急。

凡事预则立。各级党委、政
府要早作谋划、早作预案、早作
安排，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恶劣
天气的工作，把供水、供电、供
气、供暖等重要的民生实事做细
做实，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消
灭在萌芽状态，把由此可能产生
的损失降到最低，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寒冷天气极易引发一些不确
定因素。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员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各级党
委、政府，特别是驻村工作队员
要常到他们家里走走看看，有哪
些地方需要帮扶，有哪些困难需
要解决，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及
时把党的温暖送到户，切不可浮
光掠影、走马观花、应付了事。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为群
众办实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
让群众温暖过冬这件事做好，让
困难群众感受到党的好政策。在
寒冷的冬天里，温暖群众的身更
温暖群众的心。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淞江

街道民政所的工作人员！现在我
已经领到了低保金，这对我们家
来说真是雪中送炭。”11月5日，
淞江街道居民魏女士的家属把一
面锦旗送到淞江街道民政所的工
作人员手中。

家住天鹅湖小区廉租房的
魏女士告诉记者，她是重度残
疾人，无劳动能力，长期靠年

迈的公公婆婆照顾；家庭无经
济收入，生活困难，生活开支
主要靠低保与生活、护理两项
补贴。

近期，她因低保到期，困难
生活补贴被取消，生活愈加困
难。淞江街道民政所的工作人员
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依
据相关政策为她重新办理了低
保、申请了困难生活补贴，切实
解决了魏女士的困难。

帮困难家庭申请低保

让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11月6
日，源汇区文化馆举办的公益书
画培训班开班。

书画培训班分为低龄儿童班

和青少年班，每周六上午和下午
授课。为确保教学质量，每班人
员控制在25人以内。此次活动将
持续开展至今年年底。

源汇区举办公益书画培训班

■本报记者 孙 震
11月7日上午，记者在源汇区干河陈街道

马夫张村村委会办公室看到，孙女士紧握着67
岁马长庆老人的手，连声说着谢谢，感谢恩人
救了她的儿子。

11月1日下午2点，家住干河陈街道马夫张
村的马长庆老人，在107国道澧河桥西侧北边的
河堤游玩时，听到有市民呼喊：“不好了，有人
跳河了！”马长庆循声望去，看见澧河桥东侧的
河里有一个人在挣扎。来不及多想，马长庆几
步奔到河边，脱下外套跃入冰冷的河里，游向
落水者。随后，马长庆抓住落水者的衣领，将
其拖到岸边。

这时，120急救人员和大学路派出所民警也
赶到现场。由于营救及时，落水者无生命危
险，被送往医院。马长庆老人没有留下姓名和
联系方式就回家换衣服。

落水者的母亲孙女士介绍，儿子小杨当天
因琐事和女朋友发生争吵，之后产生轻生念头。

小杨出院后，和母亲一起寻找救命恩人，
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马夫张村的马长庆老人。

工人在制作烙馍。

电动车起火 多方合力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