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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山路与汉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70 米路
东，商户在门口堆放杂物。

黄河路与邙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50 米路北，
交通护栏移位。

祁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附近，人行道施工
后螺丝钉未清理。

文化路与人民路交叉口附近，共享单车占
压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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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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暖特殊家庭的于秀玲就是我
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代表之一。

于秀玲：情暖特殊家庭

扫
描
二
维
码
可
了
解
更

多
﹃
十
佳
市
民
﹄
信
息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11月24日中午，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的操场上，艺术系的学生聚在一起，共
同打开一年前写给自己的“时间胶囊”
（如图）。一张张信纸上，写满了他们刚
刚踏入大学校门时，对未来的规划。

艺术系思政课老师陈明杰告诉记者，
大部分新生初入大学时，对未来比较迷
茫。老师们希望他们通过写“时间胶
囊”，制订一些小目标，提高自我管理能
力，不浪费大学时光。

当天中午，操场上，陈明杰将一封封
信交给学生。“哇！当初我的目标原来有
这么多。”打开信封后，不少学生纷纷感
叹，他们当初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一
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记者看到，学生们有的希望加入社
团；有的希望提升社交能力；有的希望增
长专业知识，拿到奖学金；还有的只是放

入一张白纸，希望自由发挥……
“刚进大学时，我对未来没有清晰

的规划，通过一年的学习，目标才逐渐
明确。”学习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的莫凯洋告诉记者，入校时，老师要求
他们写两封信，分别制订一年后和三年
后的目标。当时他们感觉很新奇，一年
后才发现当初的目标虽然简单，但还是
没有实现。这会督促他们抓紧时间实现
目标。

“大学时光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也是最珍贵的一段时光，需要合理规
划。”陈明杰告诉记者，“时间胶囊”计
划已经实施了很多年，虽然操作简单，
但效果不错。每次开启“时间胶囊”，不
少学生都有许多感慨。此后，他还会召
集学生开主题班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进一步提高规划能力，为成为栋梁之材
打下坚实基础。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香甜的板栗、软糯的红薯、酸甜可

口的糖葫芦、热热的奶茶，再加上鲜花
点缀，不仅颜值高，还很美味。11月24
日，记者走访发现，入冬以来，我市大
街小巷开始流行“入冬四件套”，也就是
板栗、红薯、奶茶、糖葫芦（如图）。

“最近店里生意不错。顾客大部分是
来预订‘入冬四件套’的。从月初到现
在，订单量比过去两个月的总和还多一
倍。”市区泰山路一家花店店主张先生告
诉记者，入冬以来，订单不断，七成是

“入冬四件套”的订单。在市区新天地美
食街，一家奶茶店的“入冬四件套”，特
意把糖葫芦换成了网红草莓串。

记者走访发现，“入冬四件套”礼盒
价格从69元到269元不等。鲜花数量和
奶茶的种类，决定了礼盒的价格。红
薯、板栗、糖葫芦、奶茶等多种不同的
商品，围绕一个主题配成套，对消费者
来说很新颖。花店、奶茶店、板栗店
等，推出独具特色的“入冬四件套”
后，营业额迅猛攀升。

“天冷了，我特意来给媳妇儿买‘入
冬四件套’，好吃还不贵。”市民张哲笑
着说。

随后，记者登录“抖音”APP，相
关话题已有3.4亿次的播放量。有人以此
为话题拍摄的视频，已获82.4 万次点
赞。

■文/图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李毅是市广播电视台的一名

普通职工。多年来，他怀着一颗
赤子之心，以一次次善行义举，
努力传播爱和希望。

李毅常说，他只是在做力所
能及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能做
到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这个
社会就会越来越美好。”正如李毅
所说，每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他都不会绕行。

2021 年 6 月 7 日下午 3 点，
郾城区龙塔街道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一名正在排队的年轻女子
突然晕倒在地。刚刚接种完疫苗
正在留置观察的李毅迅速来到女
子身旁。他见女子脸色蜡黄，便
立即抱起她，送往附近的医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治疗，女
子转危为安。李毅这才放心离
去。

今年夏天，河南连降暴雨，

多地受灾严重，李毅主动加入我
市救援物资运送队伍，驰援受灾
严重的新乡市凤泉区，将价值近4
万元的物资及时送达。办理交接
手续时，由于救援物资多，现场
人手短缺，他不顾疲惫，与其他
救援人员一起将十多吨救援物资
卸运入库。深夜两点多，他才返
回漯河。驰援新乡期间，他与凤
泉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沟通，通
过现场直播连线方式，第一时间
将该区受灾情况和物资短缺情况
通过我市交通广播进行报道，让
我市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准确知
晓灾区情况，进行有效捐助。

8月7日，我市开展中心城区
全员核酸检测。李毅放弃休息，
当天一大早到郾城区龙塔街道和
平路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从早
上6点忙到晚上10点，帮助搭建
临时设施，对接受采样人员进行
信息登记，维持现场秩序，受到
群众的一致好评。

多年来，李毅一直在传播爱
和希望。“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
文明进步出一份力，我觉得很有
意义。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大
家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就是大爱！”
李毅说。

■本报记者 孙 震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说，如今市区热干面大多卖六七块钱一
碗，泰山路沙河桥南一家热干面店，仍
坚持只卖五块钱一大碗。

11月24日早上，记者根据热心市民
的指引，在牛行街与西大街交叉口附
近，找到了这家热干面店。店内东边摆
放着4张桌子；西边是操作间；中间有
一个窗口，用来递饭、收钱。前来吃饭
的客人既可扫码支付，也可以把钱放到
窗口的钱盒里，自己找零。早上用餐高
峰期，店里有五六个人在吃热干面，一
男一女两名中年人在操作间忙活着。

操作间里的中年男子叫王永利，今
年46岁，接手这家热干面店已有3年。
他们每天早上5点准备，6点营业，一直
忙到晚上8点。

记者看到，店内价目表上写着：热
干面小碗4元、大碗5元。其他餐食，如
鸡丁米线的价钱也比市面上低一两元。

“五元钱一大碗热干面，能挣钱吗？”记
者问。王永利说：“赚个工钱，谋生嘛，
够了。”在一旁洗菜的王永利的爱人说：

“挣不了多少钱。近三年，面条、菜、
油、芝麻酱等原材料价格都在涨，但我
们这儿的饭价格一直没涨，利润微薄。”

当记者问及不涨价的原因时，王永
利说：“咱这店在老城区，来吃饭的都是
附近的老街坊。不涨价，是对老街坊的
回馈。”王永利夫妻二人老家在舞阳，前
些年在牛行街买了房，以前在市区其他
地方卖胡辣汤，后来就接手了这家热干
面店。当时，女儿在上高中，他们想着
在家门口做个小生意，方便照顾孩子。
现在女儿已上大学，儿子还在上小学，

两人要照顾儿子，就坚持了下来。
顾客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在附近

住，每天早上都会来吃饭。一小碗热干
面、一个茶叶蛋、一碗面汤，已成为她
早餐的标配。

顾客孙先生说，他经常到这家店吃
饭。一大碗热干面、一根烤肠、一碗面
汤，好吃不贵。

■王艳东
近日，有媒体报道，武汉一名女子

与遛狗邻居发生冲突后跳楼，邻居中有
人被狗逼得绕道一年多。安阳“狗咬
人”事件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再
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不文明养犬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以来，我市游园、公园等公共场所不文
明养犬行为得到有效治理。但在道路
上、小区内，犬只不受约束招摇过市、
主人不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的现象仍然
存在。这需要相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
犬只主人增强自律意识、公众合力制止
不文明养犬行为，共同维护文明城市形
象。

完善管理制度，莫让规定成空文。
我市出台的养犬管理规定中涉及城管、
卫生防疫、公安等多个部门。但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需要
相关部门细化执法举措，完善管理制
度，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增强自律意识，让文明养犬成为自
觉行动。犬只主人无论在何种场所，都
要主动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做到及时管
束犬只、清理犬只排泄物，不影响他
人。

凝聚公众合力，坚决制止不文明养
犬行为。美好家园，人人共建。若遇到
不文明养犬行为，市民可理直气壮地劝
阻，若对方不听劝阻可选择报警。有关
部门应及时出面制止不文明养犬行为。

■本报记者 朱 红
漯河日报社第八季“暖冬行动”于

11月23日正式启动。不少爱心人士纷
纷联系记者，表达自己的心意。

爱心人士谢扬扬曾多次参加漯河日
报社举办的“我要上大学——爱心桥”
活动，这次又积极联系记者表示要参加

“暖冬行动”，并捐款500元。“这是我
的一点儿心意。感谢报社提供平台，我
希望能帮到困难家庭。”谢扬扬说。

志愿者王彦鸽是个热心人，曾多次
参加“暖冬行动”，帮忙送物资。她9
岁的小儿子姬峻熙也常跟她一起参加活
动。“最近一段时间，儿子总问我报社
啥时候开展‘暖冬行动’。得知活动开
始了，他立即让我从他参加青少年格斗
赛获得的奖金中拿出 50元，捐给需
要帮助的人。”王彦鸽说。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在积极筹备爱
心物资。

■本报记者 朱 红
11月23日晚上6点，龙江路

上跨京广铁路立交桥东侧，一辆
三轮车侧翻。老人、孩子、妇女
三人被困车内，事发现场光线昏
暗、大车川流不息，十分危险。

志愿者辛光辉、邱新会驾车
路过，果断停车施救。两人抬不
动三轮车，就拦住两名路人，一
起把三轮车抬起来，将被困三人
救了出来。

被救的三人连声道谢。辛光
辉和邱新会看到他们没有受伤，
就离开了。

大学生写“时间胶囊”用小目标规划青春

■本报记者 朱 红
提起于秀玲，漯河暖心家园巾帼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都会竖起大拇指。从
帮扶对象变为志愿者，这位母亲让阳光
照进了更多特殊家庭。

于秀玲今年58岁，10年前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独生子毕业后到舞钢上
班，但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当
时，于秀玲天天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老伴儿长期饱受失子之痛的折磨，突发
脑溢血住进医院。如何在这样的劫难中
撑起破碎的家？在于秀玲面前的是一条
曲折又看不到尽头的路。

4年前，一群志愿者走进夫妻俩的生
活。“他们需要的是陪伴。一顿家常饭、
一场旅行、一次谈心……我们能做的就
是努力让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享受正
常生活。”暖心家园巾帼志愿服务队的志
愿者刘红杰说。

志愿者的良苦用心和努力，夫妻俩
看在眼里。“如果不是她们的到来，我真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我想和
她们一样，温暖别人。”在志愿者的鼓励
下，于秀玲跟着她们一起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虽然只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事情，
但她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如今，于秀玲怀着感恩的心，从帮

扶对象变为志愿者。“我走出来是想帮助
更多特殊家庭。”于秀玲说。她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多次上门帮扶一位独居
老人。

2021 年 6 月，于秀玲参与到帮扶
孤儿的志愿服务活动中，从上门走访
到结对帮扶，倾注了满满的心血。“这
孩子太让人心疼了，从她家回来我一
直放心不下。这么热的天，家里没有
电风扇，她怎么过夏？”8月 5日，她
又赶到舞阳县莲花镇李寨村，给孤儿
小美 （化名） 送去电风扇和一些日常
生活用品。临走时，她还像对待自己
的闺女一样事无巨细地叮嘱小美，并
悄悄塞给她200元钱。

于秀玲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愿
意多做务实之事，给特殊家庭冬送温
暖、夏送清凉。”

“入冬四件套”走俏

李毅：传播爱和希望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老年人年纪大了行动不方

便，记性也不好。现在有了这个
烟感器能及时报警，我们安全多
了。政府为我们考虑得太周到
啦！”11月23日，家住祁山路社
区幸福巷的吕小莲说。

为守护老人的居家安全，近
日，郾城区龙塔街道祁山路社区
联合郾城区消防救援大队为辖区
内60周岁以上独居老人和困难家
庭免费安装了烟感器。

社区工作人员程广力告诉记
者，他们此次共为辖区49户居民

安装了烟感器。一旦室内浓烟超
标，烟感器就会发出声光报警提
示，并能及时自动联系负责消防
安全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
人员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到居
民家中检查，24小时保障他们的
人身安全。

这家热干面店坚持不涨价

爱心人士伸援手

告别不文明养犬
共建美好家园

小小烟感器 浓浓爱老情

三轮车侧翻 志愿者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