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河路郾城区人武部家属院内垃圾清理不
及时。

湘江西路与泰山南路交叉口，安全岛上有
玻璃碴儿。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金江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西约 15 米至 200
米路北，商贩占道经营。

黄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西南角，路牌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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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里的温暖
——漯河日报社第八季“暖冬行动”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凛冽的寒风阻挡不了志愿者送温暖

的脚步。2021年 11月 23日，漯河日报
社第八季大型公益行动——“暖冬行
动”正式拉开序幕。两个月的时间里，

“暖冬行动”小组工作人员与各界爱心人
士一起，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冒着严
寒，将浓浓爱心送到全市 75户困难家
庭。

涓涓爱心 汇聚成河

第八季“暖冬行动”启动的消息发
布后，我市爱心团队、爱心企业和广大
志愿者主动联系“暖冬行动”小组负责
人，想要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

数次参加漯河日报社“爱心桥——
我要上大学”活动和“暖冬行动”的谢
扬扬、志愿者王彦鸽及其儿子姬峻熙、
豫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园负责人梁浩、梦
肢队负责人程保军、老陕西面馆负责人
赵丽秋等爱心人士纷纷捐款，李冰、梁
煜、仝小占三名爱心人士捐了 40顶帽
子、40条围巾、40双手套。

郾城区龙塔街道南街社区居委会负
责人得知“暖冬行动”急需存放物资的
地点，就将居委会一间办公室腾了出
来；河南晟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多次无
偿为“暖冬行动”打印各种表格，帮忙
接收爱心物资……这给“暖冬行动”小
组工作人员莫大鼓舞。

“能帮助困难家庭，我们感到非常高
兴。”“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用实际
行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负
责人这样说。

在接收物资阶段，武俊丽、杨海
洋、闫景丽、程飞凡等志愿者随叫随

到，每天都在义务帮忙卸货、搬运。
“这么多爱心人士和企业积极响应、

踊跃参与，让我们很感动。我们的干劲
儿更足了。”“暖冬行动”小组负责人说。

送去温暖 收获感动

据统计，“暖冬行动”共出动志愿者
近300人，慰问了75户困难家庭。这期
间，志愿者们为困难家庭送去了温暖，
也收获了满满感动。

2021年12月12日，“暖冬行动”正
式开始走访。“有啥困难可以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想办法。”“现在天冷，我们带
来的有保暖衣，回头穿上吧。”……慰问
期间，志愿者饱含温情的话语，感动着
每个困难家庭。

看到志愿者带来那么多东西，家住
郾城区大高庄的贾巧英失声痛哭：“感谢
你们记挂着我这个老太婆。”志愿者纷纷
安慰她说：“有了大家的帮助，困难一定
会过去的。”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老应
村的应新党，爱人生活不能自理，家里
全靠他打零工维持生活。当志愿者将保
暖衣递到他手里时，他说：“你们考虑得

真周到。这保暖衣真厚实，谢谢你们。”
家住召陵区召陵镇詹庄村的李立冬

正上初中，学习成绩非常好。“我一定会
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你们。”李立冬接过
志愿者送来的爱心物资后说。

看到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后，志愿
者王彦鸽感慨地说：“以后有这样的活
动，我还要积极参加，给他们送去温
暖。”

许多志愿者放弃休息时间，冒着严
寒奔波忙碌。寒冷的天气里，志愿者们
搬运物资的手冻得通红，但没有一个人
叫苦叫累。“只要能及时把爱心物资送到
困难家庭，我们累点冷点不算啥。我们
的心始终与困难家庭在一起。”志愿者们
纷纷说道。

“8年来，漯河日报社‘暖冬行动’
共慰问困难家庭800多户，传递了人间
大爱和满满的正能量，让困难群众感受
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漯河是一个
充满爱的城市，能持续数年把‘暖冬行
动’开展下去，是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努
力和支持分不开的。”“暖冬行动”小组
负责人说。

■文/图 见习记者 王嘉明
1月27日下午，记者在新店镇薛庄

村村民刘桂菊家中看到，她精心制作的
虎头鞋、虎头帽等造型各异、质朴可
爱、色彩艳丽，像一件件艺术品 （如
图）。

刘桂菊告诉记者，以前小孩会走路
之前都要戴虎头帽、穿虎头鞋。虎头
鞋、虎头帽、虎头披风等承载着父母对
孩子的祝福——希望他们像小老虎一样
虎虎生威。

随着虎年春节的临近，刘桂菊制作
的虎头帽、虎头鞋迎来销售高潮。“这些
东西不仅四邻八乡的人来买，山西的老
乡也来买。”刘桂菊说。

“我从18岁开始学做虎头鞋、虎头
帽，已经做了60年了。这是我最喜欢做
的事。”刘桂菊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
介绍。为了满足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需
求，她在继承老一辈传统的基础上，在
造型、材质、色彩等方面不断创新，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在，她的名气
越来越大了。

“喜欢民俗文化的人还是很多的，我
很欣慰。我还要做更多好看的虎头鞋、
虎头帽。”刘桂菊自豪地说。

虎虎生威迎新年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1 月 27
日，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了解到，根据省内外和我市
疫情防控形势，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节日
期间的文体娱乐需求，我市即日起有
序开放公共服务场所。

据了解，全市 A 级景区、电影
院、网吧、KTV、健身房、游泳馆、
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公共阅览
室等各类文化旅游、文体休闲娱乐场

所在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的基础
上，报经本级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后，可有序恢复开放。

批准开放的景区景点等各类室外
文旅休闲娱乐场所，将继续强化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接待服务对象不得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外地游客进
入景区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电影院、公共浴池、图书馆、
网吧、KTV、游艺游戏室等各类密闭
型室内文旅休闲娱乐场所，接待服务

对象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餐
饮门店和场所接待量不得超过额定座
位数的50%。各类公共服务场所将严
格执行预约、限流、测温、查验健康
码和行程卡、实名登记、佩戴口罩、
消毒通风、员工健康监测、一米线等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严防人员聚
集。

全市广大居民在进入各类公共服
务场所时，要规范佩戴口罩，保持适
当社交距离，积极配合落实测温亮

码、实名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共同
珍惜和巩固全市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

此外，市、县区 （功能区） 疫情
防控指挥部和行业主管部门将持续开
展公共服务场所疫情防控督查指导，
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规范落实，
对于拒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或者落实
不规范的公共服务场所，要求其立即
纠正，拒不纠正者坚决予以关停并依
法依规处理。

我市有序开放公共服务场所

■见习记者 王嘉明
2021年，我市持续加大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力度，加快推进电
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安全可
靠、经济合理的农村电网，满足
农村用电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电网改造，不仅让村民用上
了放心电，更为农村种植业、养
殖业等解决了用电问题。

近日，记者走进源汇区大刘
镇蔡庄村，大棚内绿油油的蒜
苗、生菜、菠菜等映入眼帘。村
民们忙着采摘蔬菜，装筐运送到
集市和超市……眼前热火朝天的
丰收景象，得益于蔡庄电网改
造。这个项目让村民生活用电得
到保障，农田灌溉能力得以提
升，村民发展大棚种植的积极性
更高了。全村230户村民建有果
蔬大棚200亩，极大地丰富了市
民的“菜篮子”“果盘子”。

“食用菌的培育离不开电。”
蔡庄村咱家兴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食用菌基地负责人乔佳佳笑呵
呵地说，电网改造升级后，公司
生产的香菇、平菇、羊肚菌产量
不断提高。如今，该公司已成为
我市较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过去做菜刀用风箱烧火，一
天也做不了几把。电网改造后使
用机械设备锻打，省了不少人
力，俺的干劲更大了。”源汇区空

冢郭镇马店村菜刀第五代传承
人、非遗文化传承人王新正告诉
记者，马店村菜刀作为村里的非
遗产业，乘着农村电网改造的春
风，将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村民家里用电线路有了故
障，供电所电话 24小时都能打
通，工作人员随时上门服务。现
在的服务太好了。”马店村党支部
书记宁明春告诉记者。

2021年，我市把“持续推进
农村电网建设、全年完成53个配
电台区电网改造升级、解决15个
行政村 6750 户供电质量不高等
问题”列入民生实事。漯河供电
公司将农村电网建设作为重点工
作来抓，全年新建改造配电台区
109个、10千伏线路18.8 千米、
400伏线路93.27千米，共计改造
52个行政村。我市农村电网建设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供电保障能
力大幅提升。

农村电网改造
助力乡村振兴

1月26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按照烟花爆竹全域禁售禁
放工作要求，对超市、商铺、小摊点进行排查。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2021年12月26日，“暖冬行动”小组联合情暖沙澧爱心公益联盟志愿者，来到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土城王村金凤家中慰问。

1月27日上午，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的志愿者来到沙澧河风景区，
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倡议书。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