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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西路与创业路交叉口向西约 150 米路
南，窨井盖下陷。

辽河路与太白山北路交叉口向东约 60 米路
北，绿化带里有铁钉。

渭河路与银鸽路交叉口向东约 240 米路
南，垃圾无人清理。

人民东路与银鸽路交叉口，窨井盖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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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 震）近日，
中国跆拳道协会下发2022年全国
竞赛计划通知。我市获全国跆拳道
锦标系列赛（第二站）承办权。该
项赛事将于5月中旬在市体育中心
举办。

据悉，今年全国跆拳道锦标
系列赛共设四站。我市承办的是
第二站比赛。比赛会聚全国各地
专业运动员，规格高、观赏性
强、影响面广，是国内跆拳道项
目较高规格比赛之一。参照国际
比赛积分办法，四站比赛各级别
积分前16名将参加12月举办的全
国总决赛。

■本报记者 齐国霞
2月12日上午9时许，市养老

保险中心郾城分中心志愿者周政鑫
和刘俞聪在郾城区沙北街道金港东
巷金桂苑小区防疫值勤时，发现小
区门口附近躺着一个人。两人迅速
跑过去，只见一名50岁左右的男
子侧躺在地上。

当天天气寒冷。担心男子发生
意外，周政鑫和刘俞聪立即大声呼
唤。几声呼唤后，倒地男子睁开双
眼并坐了起来。看到男子苏醒，周
政鑫和刘俞聪一边询问男子情况一
边拨打110。原来，该男子是一名
保安，早上下班后有些饥饿、疲
劳，走到路边突然昏倒了。周政鑫
和刘俞聪询问该男子要不要去医
院，男子表示歇一会儿就缓过来
了。

随后，民警赶到了现场，询
问得知，该男子在附近一小区居
住。周政鑫、刘俞聪和民警一道把
他送回了家。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作为
浪漫的象征，玫瑰花一直深受大
众欢迎。2月11日，记者走访了
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玫瑰
花有点儿贵，单支零售价从往年
的每支5元至10元涨到每支12元
至15元。

在市区泰山路一家花店，记
者看到店内摆放着许多玫瑰花。
据店主介绍，每年情人节，玫瑰
花销售火爆。她已经接到十几个
订单了。随后，记者走访人民路
部分花店了解到，目前玫瑰花卖
得最好。

“这两天的价格是每支12元到
15元，估计情人节当天会卖到每
支15元到20元。”采访中，一些
花店老板告诉记者，往年玫瑰花
价格每支不超过10元，但今年昆
明气温偏低，玫瑰花产量不高，
加上情人节到来，玫瑰花需求量
大，导致价格较高。过段时间气
温升高，玫瑰花产量提高，价格
会出现回落。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用黏土制作“冰墩墩”，为

冬奥健儿加油助威；猜谜语，喜
迎元宵佳节……2月13日上午，
郾城小学部分师生在欢声笑语中
度过了难忘的快乐时光。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吉
祥物“冰墩墩”受到热捧。得知
学生们也想一人一“墩”，学校
组织近30名学生现场制作“冰
墩墩”，并录制视频，让更多孩
子跟着学习制作，实现“冰墩
墩”自由。

记者看到，在老师的指点
下，学生把黏土制作成大熊猫
的身体、四肢等。经过涂色和
细节处理，一个个憨态可掬的

“冰墩墩”就呈现在大家面前
了。

“冰墩墩”制作完成后，师
生们又开始猜灯谜。一名学生
抛出一个谜语后，其他学生抢
答。大家或独自凝神静思，猜
想谜底；或多人合力，解读谜
面……现场气氛热烈。学生揭
开谜底后，老师就把精心制作
的黏土“冰墩墩”送给他。拿
到奖品的学生脸上露出开心的
笑容。

五 （3） 班学生马靖瑶高兴
地说：“今天我既制作了‘冰墩
墩’，又制作了‘雪容融’，最后
和同学一起猜灯谜，过得很开
心。”

制作“冰墩墩”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随着

元宵节临近，各式各样的花灯热
销。

2月12日，在市区光明路市
场的一个摊位前，市民正在选购
花灯 （如图）。商户李女士表
示，近期花灯销量持续走高，一
天能卖出近百个。“平时我们主
要卖生活用品，只在春节期间卖
花灯。”李女士说，“货都是春
节前进的，卖得差不多了。这几
天，我想再进些货都进不来。卖

得最好的有两款，一款是传统造
型的，另一款是老虎造型的。”

随后，记者来到河上街景
区。当天景区人头攒动。在一家
主营文创产品的店铺内，商户赵
先生表示，节前他特意购进300
个花灯，目前已卖出三分之二。
这里除了常见的塑料灯笼外，记
者还看见了颇具传统特色的布灯
笼、纸灯笼。“马上就是元宵节
了。我买两个花灯，给家里增添
一些节日气氛。”正在选购商品
的市民陈女士说。

花灯卖得火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

五闹花灯。”2月13日，记者到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张
德武村，见到了正在扎灯笼的64
岁手工艺人杨凤月。老人扎灯笼
已有40多年了。

杨凤月老人扎的花灯，花鸟
形象栩栩如生，色彩艳丽，古
朴雅致。青蛙灯嘴巴一张一
合，腿一跳一跳的；走马灯内
的蜡烛被点亮时，唐僧师徒四
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在灯笼中

“活”了起来……孩子们看得津
津有味。

杨凤月老人的手艺是从她母

亲那里传承过来的。她母亲年轻
时扎灯笼赚钱补贴家用。杨凤月
从小耳濡目染，16岁就学得有模
有样了。“忙完农活儿，我就开
始扎灯笼了，一天大概能做 5
个。”杨凤月老人说。

传统灯笼的材料根据花灯的
品种来选择。用芦苇叶或竹篾
交叉编织，两头收口，周身裹
糊白纸，将红色、绿色彩纸剪
成角花贴上，一支细竹签对弯
插在木片上从灯笼中间穿过，
灯笼就制作好了。“扎传统灯笼
赚钱不多，但为了传承这门手
艺，我还是要坚持下去的。”杨
凤月老人说。

巧手做灯笼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2月
13日，记者了解到，为营造浓厚
的节日氛围，让市民度过一个热
闹、祥和的元宵佳节，市、区两
级图书馆开展了有趣的线上线下
猜灯谜活动。

市图书馆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市图书馆组织了元宵节
猜灯谜活动。线上猜灯谜活动2
月 10日启动，2月 20日结束。
读者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及微信活动群均可参加。线下
猜灯谜活动 2 月 15 日 （元宵
节） 上午在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举行，现场为读者朋友准备精
彩谜语，内容涉及科技、文
学、历史等知识。猜中的朋友
将会获得精美的奖品。喜欢猜
谜的朋友可以“一试身手”。

记者还了解到，郾城区图书
馆也为广大读者朋友组织了有趣
的猜灯谜线上文化活动。2月10
日至2月16日，读者可通过郾城
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找到猜灯
谜活动文章，根据活动所列的灯
谜作答。为鼓励读者踊跃参与，
郾城区图书馆同样准备了丰厚的
奖品。

灯谜猜不停

2月13日，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举办喜迎元宵节活动。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2月11日，源汇新区双龙社区组织辖区儿童
制作花灯，喜迎元宵节。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2月11日，源汇区戏楼后街社区豫新小
区开展猜灯谜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2 月 13 日下午，源汇区建西社区的工作人员在金地雅苑小区开展
“党建引领促和谐 ‘红色物业’暖民心”喜迎元宵节活动。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2月13日，郾城小
学部分师生一起用黏土
制作“冰墩墩”。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喜迎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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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获全国跆拳道
锦标系列赛承办权

路遇昏迷男子
志愿者忙救助

今年玫瑰花有点儿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