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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路与柳江路交叉口向南约50米，共享单
车乱停乱放。

衡山路与赣江路交叉口附近，行人看不到
交通信号灯。

滨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向东约 100 米路北，
路灯杆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漯河发布APP

《市民建言》 栏目是漯河
日报社重点打造的一个网络民
情栏目，已经创办了11年。创
办这个栏目是为了适应互联网
时代舆论引导的需要，在党和
政府与网民之间架起一座有效
沟通的桥梁，把一些民意民
情、真知灼见收集起来，为市
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
供决策参考。市委、市政府还
专门下文要求各职能部门认真
听取网民意见和建议，积极回
应网民关切，广泛凝聚社会共
识，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大家有什么烦心事、麻烦
事，可扫描二维码下载漯河发
布 APP，打开 《市民建言》 栏
目即可留言。

一、私建水泥斜坡。
漯河发布网友“213365”

说：淮河路一商家改动公共路
面，私建水泥斜坡。

郾城区创文办回复：经了
解，门面房是商户购买的，准
备经营汽车美容装饰。由于该
位置台面较高，且地砖容易被
汽车碾压破碎，商户对地面进
行了加固处理。同时，物业公
司同商户已经签订协议，要求
其在不经营该行业时恢复原状。

二、违章停车。
漯河发布网友“321987”

说：乐山路桃源居小区门口，
很多机动车乱停乱放，居民出
行不便。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回复：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后，
对该处违停车辆进行了劝离。
今后，我们将加大该处路段违
停治理力度，保障道路通畅。

三、通信立杆断裂、倾斜。
漯河发布网友“105973”

说：湘江西路与柳江路交叉口
向北约30米路西，通信立杆底
部断裂、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中国联通漯河分公司回
复：我们已经将断裂立杆更
换，并加设拉线进行加固。

四、路名牌丢失。
漯河发布网友“428705”

说：井冈山北路与淞江路交叉
口西北角，一处路名牌丢失。

郾城区创文办回复：近期
路牌破损、丢失较多，我们已
找广告公司按照原来的尺寸制
作。

见习记者 王聪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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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招募令一呼百应

品种丰富 价格平稳

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健康码和行程卡异常怎么办

傅振南：敬业奉献的住建人

黄河路与金山路交叉口向东约25米，交通护
栏倒地。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临近春节，我市“菜篮子”“果盘

子”“米袋子”供应情况怎样？1月 14
日、15日，记者走访我市各大超市和农
贸市场，看到生活必需品供给品种丰
富、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满足了广大
市民节日需求，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红火
景象。

在交通路新玛特入口处，记者看到工
作人员对每一位市民进行体温测量，并要
求必须佩戴口罩才能进入商场。

走进超市生鲜区，记者看到蔬菜、肉
类、大米、面粉等商品琳琅满目，前来选
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生鲜区售货员段会民
介绍，目前蔬菜价格普遍便宜。以冬令蔬
菜为例，本地萝卜1.28元/斤、芹菜1.88
元/斤、大白菜0.88元/斤。

记者注意到，货架上商品一应俱全。
米、面、油、生鲜、蔬菜、水果等生活必
需品储备充足。

新玛特超市店长李江峰说，目前超市
内米、面、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部分蔬菜价格有所下降。为了保障商
品的质量，他们对进货渠道、食品安全检
测等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人民路大润发超
市，发现辣椒、香葱、土豆等市民常买的
蔬菜供应充足，水果、肉类等食品售卖火
热。

“快要过年了，我担心有些商品价格
会上涨，但最近超市的特价商品很多，买

着很划算。”市民郭女士说。
与超市一样，我市各个农贸市场也呈

现出平稳有序的态势。1月15日上午，记
者在受降路农贸市场看到，蔬菜类、肉

类、水产类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除了线下购置年货外，记者发现许多

超市和商铺还参加了线上购物平台的年货
节活动。京东到家、淘宝生鲜达、美团优
选等线上购物平台成为不少消费者购置年
货的选择。购物“一键到家”，方便快
捷、安全高效，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尽
享好物，舒心平安过大年。

“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我
市提前安排，多措并举积极抓好春节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协调、督导各大型商
场提前做好节日保供货源的组织与生活
必需品的调运、储备工作。”市商务局一
名工作人员表示，疫情防控期间，针对
商务系统负责的商场超市、宾馆饭店、
农批市场、电商企业、冷链物流等行业
人多面广等情况，他们及时制定了《漯
河市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方案》，成
立的各类工作专班、工作组迅速进入临
战状态，保证24小时运转，并启动生活
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制度，抽样选取39
家大型商超、农贸市场和农批市场进行
重要点位信息采集，选取双汇等重点企
业为应急骨干保供企业，建立生活必需
品供应应急销售、货源组织网络体系，
设置临时性生活必需品投放网点，动员
粮油、方便食品、禽蛋养殖场和蔬菜种
植基地提高产能、增加供应量，组织开
展生活必需品保供专项演练或综合演
练，保证供应充足。

■本报记者 杨 光 通讯员 薛 峰
近日，本报接到一些市民和网友反

映，有的未出漯河，也未进入中高风险
区，但健康码却被赋黄，或行程卡带

“*”。他们迫切想了解健康码、行程卡异
常的原因和转码的流程。1月14日，针
对这种情况，记者采访了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

健康码被赋黄码的原因

案例：1 月 14 日，市民万女士反
映，她没有出过市区，最近在天津上大
学的孩子回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她
的健康码变成了黄色。对此，她很不理
解。

分析：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部门排查大数据信
息时发现，万女士的孩子为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且隔离未满14天的人员。万女士
就被排查为次密接人员。依据我市相关
防控规定，她的河南健康码被赋黄码。

案例：1月5日，市民李女士在钟楼
广场附近逗留。因当天有一位密接者曾

经到过钟楼广场，李女士就成了次密接
者，被要求进行居家隔离，健康码也被
赋黄。

分析：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部门排查大数据信
息时发现，李女士被排查为次密接人
员，依据我市相关防控规定，对她的河
南健康码赋黄码。居家隔离结束后，李
女士可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向所在社区
提交转码申请。

案例：1 月 10 日，市民李先生反
映，虽然没有出过市区，但他发现自己
的健康码变黄了。他想起几年前用身份
证办理过一个电话号码，后来送给别人
使用。健康码变黄是否和这个有关？

分析：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工作人员介绍，河南健康码绑定的是个
人的身份证号，因为别人用李先生身份
证办理的手机号在中高风险区驻留过，
所以李先生的健康码才被赋黄码。

健康码异常如何处理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河南健康码分红、黄、绿三

色。红码表示需要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
治疗或隔离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需属
地疫情防控机构严格管理；黄码表示需
要进行排查、核酸检测，并进行居家医
学观察或健康监测；绿码表示未见异
常，可以正常通行。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居民健康码有异常情况，由各县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对申诉转码人员
信息汇总并上报，按照规定程序，由市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为居民健康码
进行转码。

申诉人员凭相关证明材料向所在社
区（村）申请转码，社区（村）受理申
诉人员转码申请、审核证明材料（需提
供的具体证明材料由各县区疫情防控机
构研究确定），报各县区疫情防控领导机
构，各县区疫情防控领导机构汇总、核
定转码人员信息，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将转码人员信息上传省平台进行转码，4
小时内完成转码。

行程卡为什么会显示带“*”

近日，网友“慢慢来”向记者反
映：“我前几天在舞阳县侯集镇办
事，可能离许昌市襄城县比较近，手
机上的行程卡就带‘*’。这该怎么
办？”来自临颍县的网友“气宇轩
昂”留言：“我家和许昌建安区相隔
100 多米，但我没有出过市，目前行
程卡带‘*’。”

行程卡为什么会带“*”？市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解释，行程
卡带“*”，表示该人员在过去14天访问
过的城市中目前存在中等或高风险区
域，但并不意味着实际访问过这些中等
和高风险区域。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发现行程卡
带“*”的群众要立即向社区 （村）
报备，由社区 （村） 或者专业流调人
员进行调查，核实其行程地点与中高
风险地区的密切关系。例如，该人员
显示许昌“*”，那么就需要调查他是
否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乡镇，是
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是否
到过同一城市的其他低风险县区。调
查清楚该人员行程后，根据情况实施
分类管控。

■本报记者 杨 旭
春节临近，疫情防控迎来考

验。为充实基层防疫力量，日前，
临颍县城关街道发布志愿者招募
令。

招募令一出，一个个电话、
一条条微信好友申请让工作人员
应接不暇。“我是大学生，想为抗
疫工作贡献力量。”“我是共产党
员。我必须去。”“我是退伍军
人，义不容辞。”……短时间内，
街道防疫志愿者微信群的人数就
超过百名。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健康
码、行程卡，并测量体温。谢谢您
的配合。”在辖区所有“三无”小
区，志愿者分工有序，详细询问、

登记每个外来人员的信息，并引导
车辆有序出入。

“奶奶，给您一个口罩先戴
着，下次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
看到一位准备出门买菜没有戴口罩
的老人，大学生志愿者郭丽媛连忙
提醒。

每次街道招募社区志愿者，
62 岁的王志杰老人都会挺身而
出。这次，他与街道工作人员一起
在辖区宣传“不串门、不集会、不
聚餐”“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等防疫措施，营造良好的防疫
氛围。

“只要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抗
疫工作就能早日取得胜利。”王志
杰说。

■本报记者 李林润
1月12日晚10时，随着“哇哇”的婴

儿啼哭声，一个胖娃娃在市中心医院的病房
里呱呱坠地。

“十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升级当
爸爸的周先生激动不已。目前，他在居家隔
离，只能通过视频看到妻子和孩子。

周先生是郾城区龙城镇仲李村人，和妻
子常年在外打工。因妻子临近生产，他们于
1月2日回到老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居
家隔离14天。

“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对需要居家隔
离的待产孕妇，要保证其顺利到医院去正常
生育，就需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郾
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一位负责人说。

得知周先生家情况后，市区两级疫情防

控指挥部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
色通道，制订专门防护措施。龙城镇政府和
仲李村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操作流程，有效衔
接、环环相扣，确保孕妇闭环就医。

郾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前和医院对
接，安排医护人员给予孕妇最大保障。龙城
镇卫生院院长葛双云从事妇产科工作多年，
经验丰富。孕妇在家待产的这几天，她多次
打电话，讲解注意事项，安抚孕妇的情绪，
让其保持良好的心态。

1月12日早上7时左右，妻子羊水突然
破裂，周先生赶紧与村干部和镇干部联系。
按照之前制订的闭环护送方案，郾城区人民
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凤将孕妇安全送至市中心
医院。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等待，一名男婴顺
利降生，且母子平安。

爱心接力 护航生命

居家隔离孕妇生了个胖娃娃

■文/本报记者 陶小敏
实 习 生 张皎洁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今年52岁的傅振南是市住建

局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技术负
责人。

2017年以来，他参加了太白
山路沙河桥、太白山路澧河桥、
五台山路澧河桥、雨污分流等重
大市政工程建设，任技术服务组
长。2021年，我市雨水较多，但
他多次带领团队提前完成项目任
务。在淮河路改造工程中，他带
领施工单位日夜奋战，精准编制
施工方案，精准调配人、财、
物，采用大量预制构件，仅用了
18天就完成了长300多米包含雨
污管网在内的道路改造工程，落
实了“少围一米是一米，少围一
天是一天”的要求。

他不仅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
要贡献，还乐于助人，积极参加
公益事业。汶川地震发生后，他
主动报名参加援川过渡活动板房
建设工作。板房建设全部开展
后，他又负责全市援川板房的全
面技术，包括从图纸交底到技术
要求，从地基处理、水电安装到
现场验收，以及技术指导工作。
他每天在我市各个施工地点巡
查，晚上整理完善施工图纸和技
术资料，确保援川指挥部的所有
要求，都准确及时地下达到各施
工点，为我市圆满完成援川任务
提供了技术支持。因表现突出，
他在现场被援川指挥部评为先进
援川员工，后被省建设厅评为我
市唯一援川建设灾区活动板房先
进个人。

他还主动请缨参加第八批援
疆工作。其间，他的父亲患病去
世，但他始终坚守在工作一线。
由于表现出色，他被评为第八批
省市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并被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记功
一次。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通 讯 员 周卫兵

“多亏了大家的帮忙，俺老伴
儿才安全回到了家。”1月16日，
家住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谢镇黄岗
村的韩莹激动地说。

1 月 14 日早上，韩莹的老
伴儿推着老年代步车外出吃早
餐。当天中午，韩莹发现老伴
儿没有回家，连忙向邻居和亲

朋好友寻求帮助，一起寻找老
伴儿。

就在大家四处寻找时，韩莹
接到了翟庄派出所民警打来的电
话。原来，当天中午，市公安局
召陵分局翟庄派出所民警玄恒霖
和杨晓兵巡逻时，在龙塘村附近
的一条路上发现一位迷路老人。
玄恒霖和同事经过查询，最终联
系上了老人的家属。

老人迷路 众人找回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本报开设
《新春走基层》 栏目，组织记者深入
基层，进农村、入社区，感受民生百
态、倾听百姓故事，用饱含深情的文
字和图片，报道发生在沙澧大地上的
新气象、新风貌、新变化、新成效，
充分展现欣欣向荣、欢度春节的美好
景象。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市民在选购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