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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路与柳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80 米路
东，下水道口淤堵。

太行山北路与黄河西路交叉口东南角，路
名牌缺失。

庐山路与汾河路交叉口附近玫瑰·双糖公
寓，垃圾无人清理。

■本报记者 范子恒
2月5日上午，在郾城区黄

河广场爱心献血屋，市民丁女士
和丈夫一起参加爱心献血。

“以献血这种方式贺新春很
有意义。”丁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从2月3日开
始，黄河广场爱心献血屋、神州
鸟园流动采血车等迎来了许多市
民。他们以献血的独特方式贺新
春。同时，各献血点值班人员放
弃休息时间，为献血者提供周到

的服务。
当天，在神州鸟园流动采

血车上，市民张先生也献了
血。“适度献血对身体有益，还
能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一件好
事。”张先生说，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加入献
血队伍。

市中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婷
婷当天也献了血。“多一名献血
者，病人就多一点儿康复的希
望。”婷婷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

幕，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火
了，出现“一墩难求”的局面。
这也激发了市民的创造力。2月
7日，市民胡媛媛用超轻黏土制
作出可爱的“冰墩墩”。

当天中午，在黄山小区胡媛
媛的家里，她向记者展示了她做
的“冰墩墩”和“雪容融”。

胡媛媛向记者介绍了“冰墩
墩”的制作过程：先用白色黏土
做出一个圆滚滚的身体，面部装
饰上五彩线条，贴上眼睛、鼻
子、嘴巴、耳朵，再装上四肢，
用画笔在肚子上画出2022年北
京冬奥会标志。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可爱的“冰墩墩”就做好
了。

制作“雪容融”时，胡媛媛
用红色黏土作为底色，用黄色黏
土做围巾，头部提绳用白色和黄
色黏土，面部用白色黏土，用黑
色黏土贴出眼睛，再用色粉染出
红脸蛋。

在胡媛媛的家里，桌子上摆
放着大量黏土娃娃。这些娃娃是
动画片中的各种角色，造型逼
真。

“‘冰墩墩’和‘雪容融’
造型可爱，令人爱不释手，但目
前不太好买。我就用黏土做了一
些送给家人，让大家共同感受冬
奥会的欢乐气氛。”胡媛媛告诉
记者，她很喜欢制作黏土娃娃，
最初跟着网络视频教程做，经过
几年的摸索，越做越好。

“如今，看到好看的造型，
我都能用黏土做出来。看到自己
做的各种黏土娃娃，我觉得很有
成就感。”胡媛媛说。

胡媛媛向记者展示她做的“冰墩墩”和“雪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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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培
2月1日，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辅警薛玉龙
和王磊巡逻至交通路与滨河路交
叉口附近时，发现一辆轿车停在
路中间影响通行。

薛玉龙和王磊上前询问得
知：轿车车胎没气了，无法前
行。司机拨打修车师傅的电话，
但是大年初一修车师傅不上班。

薛玉龙和王磊打电话联系了
附近汽车修理厂的修车师傅，得
知他们也没上班。

这时，薛玉龙想到自己的车
上备有轮胎充气泵，便取来充气
泵给故障轿车的车胎充满了气。
轿车司机对他们连声道谢，随后
开车离开了。

市实验中学附近，宣传语“谐”字残缺。

河
上
街
夜
景
。

本
报
记
者

焦
海
洋

摄

市民在许慎文化园游玩。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春节七天假 市民乐休闲 市民巧手做“冰墩墩”和“雪容融”

辅警变身修车工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看 电 影 、 读 书 、 健 身 、 购

物……春节假期，虽然疫情限制了
人们远行的脚步，但市民通过各种
方式让自己的假期过得更加充实、
更有意义。

休闲游玩 景区年味儿浓

春节假期让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有
了难得的休闲时光。走亲访友之余，
人们走出家门休闲游玩，放松心情。

在沙澧河风景区，春节假期的每
天早晨，一些健身爱好者像往常一样
坚持晨练。他们有的游泳，有的打
球，有的打拳，有的跳健身操，有的
健步走……一名健身的市民说：“生
活质量提高的同时，我希望自己有个
好身体。春节假期，我们大鱼大肉，
更要坚持锻炼。”

春节假期，沙澧河风景区装扮
一新，红色的灯笼、闪亮的彩灯让
景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观赏和游玩。市民白
天欣赏自然风光，晚上观赏多彩花
灯。

在许慎文化园，亭台楼阁张灯
结彩，到处喜气洋洋。前来游园的
市民有的驻足拍照，有的为家人祈
福。浓厚的文化氛围、厚重的文化
沉淀，让广大市民沉醉其中、流连
忘返。

逛景区、尝美食、看灯展、寻
年味儿，从2月1日（大年初一）开
始，河上街景区、神州鸟园景区迎
来了大批前来游玩的人。

河上街景区张灯结彩，十分热
闹。各种摊位上的商品琳琅满目。
套圈儿、射击、民俗表演等，让人
们在精彩中感受浓浓年味儿。布衣
巷百种特色小吃，让人们找寻到家
乡的老味道。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河上街景区灯景相映，水灯相

映，流光溢彩；游人
熙攘，着汉服，提花
灯，欢乐如海人如潮。

观展看书 享受文化年

春节假期，除了走亲访友、吃喝
玩乐，追求精神富足也成为市民新的
选择。记者走访发现，许多市民选择
到书店和图书馆买书、看书，过一个
充实的文化年。

2月3日上午10点，记者在市区
马路街新华书店看到，前来看书、买
书的市民比平时明显增多。记者了解
到，少儿类、教辅类和人文类书籍销
量最高。

书店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
期，来书店的市民很多。楼上的阅览
室一大早就有人来占座看书。不少孩
子选择在这里完成假期作业。同时，
买书的市民比平时明显增多，大多是
家长买书送给孩子。

“孩子得了一些压岁钱。我担心
他买零食或者玩具，就带着他来买自
己喜欢的书籍。”正在和儿子一起挑
选书籍的刘先生说。

书店瞅准这一商机，准备了丰富
的精装书籍供市民挑选。

2月5日上午9点，记者在市图

书馆看到，经过查验行程码和健康
码、测量体温后，市民有序进入图书
馆各阅览区，寻找自己喜爱的书籍，
拿到书籍后，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开
始在知识海洋中畅游。

市图书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春节假期，市图书馆通过公益活动交
流群连续举办多期活动，活动内容不
重复，包括微课堂、有声阅读、“图
图故事城堡”、国学经典分享、“小小
故事屋”等。市民踊跃参加，活动效
果很好。

春节假期，市博物馆通过微信公
众号举办“虎虎生威——虎年生肖
展”和文博线上有奖知识竞答等活
动，赢得市民的喜爱。

载歌载舞庆新春，红红火火过
大年。春节假期，市文化馆线上
线下活动联动不间断，为市民带
来了精彩的演出。除了线上多种
文艺展演活动外，“喜气洋洋迎新
年”暨“我们的节日·春节”文
艺展演，从 2 月 1 日 （大年初一）
到 2 月 6 日 （大年初六），在市文
化馆小剧场举办，受到市民的欢
迎。

电影火爆 观影过大年

春节假期，许多市民还选择到电
影院看几场电影度过休闲时光。春节

“扎堆儿”上映的电影给人们提供了
多种选择。不同年龄段、不同审美的
观众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电影。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从1月31
日开始，我市各大影院就迎来了观影
高潮。2月4日（大年初四）下午2
点，记者在市区交通路新玛特商场4
楼的大地影院看到，购票看电影的市
民络绎不绝。

市民秦女士说：“今年春节的电
影好看。我已经看4场了。”

“过年不带孩子看场电影总感觉
少点儿啥，所以我们这几年几乎每年
春节都要看两场电影。”市民王先生
说，“虽然今年的电影票有点儿贵，
但新上映的几部动画片孩子们很喜
欢，贵也值了。”

记者了解到，从2月1日（大年
初一）开始，《长津湖之水门桥》《狙
击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奇
迹·笨小孩》《四海》《熊出没·重返
地球》《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
来》等众多新片同时参与今年春节档
的“票房大战”，满足不同层次观众
的观影需求。

新玛特商场大地影院负责人告诉
记者，春节假期观影人数多。影院增
加了播放场次，同时加强疫情防控，
每场电影结束后组织工作人员及时消
毒，要求观众全程佩戴口罩等，让大
家安心观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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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小朋友在沙澧
河风景区玩耍。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