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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边汇力家园小区
内一污水井盖破损。

会展路与嵩山西支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
路南的停车场内垃圾无人清理。

人民西路与螺湾南路交叉口西边五交化小区临
街楼前面的化粪池管道堵塞，向外冒污水。

淞江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口西边檀溪谷小区门
面房前积存垃圾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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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言回复】
一、健身器材锈蚀严重。
漯 河 发 布 网 友

“521470”说：黄河中路与嵩
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 50米路
北，商务局家属院内的健身器
材锈蚀严重。

郾城区创文办回复：经
排查，这些器材服役超过 8
年，按照市创文办和市文广
旅局联合下发的文件，要将

器材进行统一更换。郾城区
创文办将持续跟踪并及时上
报整改情况。

二、健身器材损坏。
漯 河 发 布 网 友

“351741”说：交通南路与金
江路交叉口向南约15米路东，
金江广场内的健身器材损坏。

源汇区回复：已上报维修。
因器材配件不全，正在联系维修
单位购买。

本报记者 谢明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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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大家排好队，保持一米距离。”4

月3日早上，在郾城区淞江路商贸大世
界门前的核酸检测采样点，志愿者于海
清正在引导大家有序排队。

于海清今年 68岁，戴着棒球帽，
嗓音洪亮。“今天早上不到6点海清叔

就来了。只要俺社区有需要志愿者的
地方，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从不叫
苦叫累。”北环路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于海清有着40多年的党龄。退休
后，闲不住的他当了志愿者。在近几年的
疫情防控工作中，他总是冲在志愿服务第

一线。北环路社区老年人多，只要有时间
于海清就给老年人普及健康知识和疫情防
控知识；每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时，于海
清总是早早到场，帮忙维持秩序。

“我是一名老党员，虽然年龄大
了，但是可以在社区为居民做些力所能
及的小事。”于海清说。

六旬老党员 抗疫冲在前

■本报记者 孙 震
“姐，我很好。你多注意身体。”“祎

朋，看到你给隔离点的小朋友过生日，
姐为你的细心点赞。”4月1日晚，忙碌
了一天的钮一平、钮祎朋姐弟俩抽空儿
打了个视频电话。

近日，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安
排，市区多家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驰援临
颍。钮一平、钮祎朋姐弟俩就在其中。

37岁的钮一平是漯河医专二附院
骨五科的主管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
作11年。32岁的钮祎朋是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
10年。驰援临颍当天，他的孩子刚满
月。

奋战在抗疫一线，虽然钮一平和钮
祎朋工作的医学观察隔离点相距不远，
但姐弟俩无法见面，只能通过视频电话

交流，为对方加油。
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宿舍，钮一平

和同事就感觉双腿如同灌了铅似的，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钮一平说：

“驰援临颍是我们的责任。有这么多人
的关心和支持，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
疫情！”

“驰援临颍当天，出发前我给媳妇打
了个电话，说有个紧急任务，要外出几

天。之所以没说来临颍，是怕媳妇担
心。后来在路上，我姐知道我俩都要去
临颍，家里的老人还不知道，就让我给
父母打电话说一下。我和姐姐驰援临
颍，家人都很理解，叮嘱我和姐姐做好
防护，照顾好自己。”钮祎朋说，“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要为抗疫贡献自己的
力量，与大家共同努力，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

“逆行”姐弟 携手抗疫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上午组织村民参加核酸检测采样，

下午进行防疫消杀、夜间开展巡逻……
3月24日以来，在临颍县城关街道曹窑
村，一支防疫小分队不分昼夜，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守护村民安全。

3月 24日，临颍县的抗疫号角吹
响。曹窑村党支部迅速行动，安排疫情
防控工作。当天，几名村民主动找到村

“两委”干部，表示想加入防疫队伍。后
来，越来越多的村民申请加入。就这
样，一上午时间，曹窑村就组建起一支

30多名青壮年男性组成的防疫小分队。
连日来，他们为村民的核酸检测采样布
置现场、维持秩序，在村口卡点进行24
小时轮流值守，在全村开展防疫消杀，
在村内街道巡逻，提醒村民佩戴口罩、
不要聚集，为村民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防疫小分队 发挥大作用

■本报记者 孙 震
4月1日，市支援临颍核酸检测队

队员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幅医护人员
身着防护服工作的画，上面写着“加
油！谢谢你们”几个字。这幅画让核酸
检测队队员十分感动。

市支援临颍核酸检测队队员、市
三院影像科医师王文华说，当时她和
同事陈超正在临颍县新城街道梅苑社
区凤凰城小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一名八九岁的小女孩非常乖巧地
配合她们工作。离开前，小女孩在桌
上放了一张折叠的纸片，并向检测采

样人员鞠躬致谢说：“这是送给你们的
礼物。谢谢阿姨！”说完，小女孩和妈
妈一起离开了。

休息时，王文华将纸片打开，发现
是一幅抗疫画作，稚气的线条勾勒出医
护人员身着防护服工作的形象，画面上
除了“加油！谢谢你们”几个字，还贴
有一张红色心形纸片，上面写着：
“‘临’危不惧、一定能‘颍’。”

后来，核酸检测队队员从社区工作
人员那里得知，送画的小女孩是颍川学
校三（8）班的张怡晴。

“虽然每天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但

我们总是被这里的群众感动着。看到这
幅画，工作的疲惫一扫而空。”王文华
表示，从3月26日开始，市支援临颍核
酸检测队中来自市三院的6名医护人
员，分成3组在凤凰城小区开展核酸检
测工作。刚开始的几天，大家都是从早
上8点忙到晚上8点，穿着密不透风的
防护服，一天下来筋疲力尽，但是大家
一直在相互鼓劲儿、打气。

“小女孩给我们送画，是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也是对所有抗疫一线医护人
员工作的肯定。这场战斗，我们一定会
赢。”王文华说。

女娃送画 致谢“大白”

■本报记者 张俊霞
通 讯 员 彭连洲

“走，理发去！”4月4日上午，在
漯河技师学院南校区，几名男同学兴奋
地走出教室。此时，校园一处空地上，
汽车工程系教师赵克歌和安梅歌已经摆
好座椅、拿出理发工具，静候学生们到
来。

“老师，给我理短点儿，好打
理。”“老师，能不能按我原来的发型
理啊？”当天上午共有20多名学生理
了发。理发后，学生们顿感神清气
爽。刘文龙同学说：“没想到我们老
师还有这么好的理发技术！”张梦豪
同学说：“老师给我们理发，感觉很
暖心！”

疫情袭来，漯河技师学院按照防疫
规定实行封闭管理。看着学生们的头发
越长越长，有理发技术的赵克歌、安梅
歌两位老师便自购工具免费给自己班的
学生理发。消息传开后，其他班的学生
也来找两位老师理发。于是两位老师索
性在校园开了“义务理发店”，每天利
用自习时间为学生理发。

老师理发 学生暖心

■本报记者 孙 震
“请戴好口罩，注意间隔。”4月3

日，郾城区进行新一轮全员核酸检
测。在建业壹号城邦核酸检测采集
点，几位身穿蓝马甲的社工正在维持
秩序。

来自郾城区孟庙镇社工站的邵琳琳
就是其中一员。38岁的邵琳琳成为社工
仅半年时间。随着本轮疫情的发生，她主
动投入疫情防控工作，除开展日常防疫工
作外，还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邵琳琳告诉记者，上一轮核酸检
测，她负责信息录入，从早上一直工作
到晚上9点多，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
在本轮全员核酸检测中，她主动报名，
早上6点多就和同事一起赶到核酸采样
地点，帮助布置场地、维持秩序，提醒
排队的居民在手机上预约个人信息。

邵琳琳不仅积极参加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还勇于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她在社区
举办了“线上相约 童样精彩”活动，建
立“呵护祖国花朵”微信群，每天在群里
为适龄儿童布置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
让孩子洗袜子、晾衣服、给爸妈捶背等。

社区防疫
社工助力

■本报记者 张玲玲
4月3日中午，在郾城区沙北街道

白庙社区核酸检测点和疫情防控卡点，
每位工作人员都收到了一份爱心午
餐——香喷喷的蒸面条和热气腾腾的鸡
蛋汤。这些午餐是5位社区干部家属共
同做的。

白庙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杨振厅
告诉记者，4月3日，除了要安排好全
员核酸检测现场工作，他还要在疫情防
控卡点值勤。全员核酸检测要持续到下
午才结束，医务人员与志愿者加起来有
30多人，午饭问题让他有些发愁。

得知杨振厅的担忧后，爱人胡惠云主
动站了出来。“午饭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我来解决。你们就安心工作吧！”胡惠云
叫上另外几位社区干部的家属，赶集、买
菜、做饭，用一次性餐盒分装好后，送往
核酸检测现场和疫情防控卡点。“他们防
疫很辛苦，我们做好后勤工作，是作为
干部家属的责任和义务。”胡惠云说。

你防疫
我送饭

■见习记者 刘净旖
茵陈、甜甜芽 （枸杞芽）、荠

菜、蒲公英、马齿苋……4月1日，
记者走访发现，各种野菜出现在我市
农贸市场。

“买点儿甜甜芽吧，5 块钱一
斤！甜甜芽炒鸡蛋、凉拌，味道都
不错。”记者刚走进受降路农贸市
场，便被菜摊摊主李阿姨的叫卖声吸
引。

李阿姨将茵陈、蒲公英、甜甜芽摆
在菜摊最显眼的位置。每有市民询问，
她就会热情地介绍不同野菜的做法。

在沟张农贸市场，前来买野菜的
市民郭阿姨告诉记者，这个时候蒲公
英刚发新叶，口感嫩、味道佳，既可

以用来泡水喝，也可以蘸酱生吃，炒
菜亦是美味。

那么，市民食用野菜应注意什
么？哪些人群不宜食用？带着这些疑
问，记者采访了市六院副主任医师张
伟。

“野菜虽然好吃，但食用时安全
第一，不熟悉、不认识或不了解来源
的野菜尽量不要吃。一些有毒植物与
可食用野菜的外形相似，采摘前应准
确辨别。而且多数野菜性凉，过量食
用易造成脾胃损伤，因此，市民食用
野菜要适量。另外，正在服药的病人
要慎食野菜，警惕其与药物相克。”
张伟说，市民食用野菜后如有不适，
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野菜正当时 食用须谨慎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每天夜里12点，曹连萍老两

口会准时出摊卖菜馍。深夜的漯
河街头，香喷喷的菜馍成为代
驾、出租车司机等夜行者喜爱的
美味。

4月3日凌晨3时左右，记者
在市区五一路和受降路交叉口看到
了曹连萍老两口的菜馍摊。曹连萍
今年58岁，体态微胖。她熟练地
揉着一块面团，按压几下，拿起擀
面杖擀成一张圆圆的面片儿，把粉
条、豆腐、菠菜拌成的馅儿摊在面
片儿上，再把另一张面片儿覆盖上

去，沿周边压紧。菜馍快熟的时
候，诱人的香气四处飘散。菜馍3
块钱一个，客人不少。

曹连萍夫妇干这一行已有二十
多年。除了菜馍，他们还卖豆沫、
豆腐脑等，晚上12点左右出摊，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收摊，回去
后还要准备食材。就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被问到为何选择深
夜出摊时，曹连萍说：“很多夜间
工作的人喜欢吃我做的菜馍。这么
多年我也习惯了夜间干活儿。”说
着，她转身去翻鏊子上的菜馍。菜
馍香味四溢，和夜色一样浓郁。

深夜卖菜馍 温暖夜行人

■本报记者 焦 靖
4月5日，漯河市实验高中二

年级学生张妍然、王会元、曹珂
一在班主任的指导和帮助下，录
制了一条长约 4分钟的短视频，
名为《传承喀喇昆仑精神，缅怀
烈士王焯冉》，致敬戍边英雄。

“戍边英雄王焯冉为捍卫祖国

领土，作为渡河先锋率先跳入冰
冷刺骨的河中，拼力救助4名战
友脱险，英勇牺牲。”在视频
里，张妍然饱含深情地介绍了王
焯冉的英雄事迹。她说，身为英
雄家乡的青少年，要向戍边英雄
学习，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时代
优秀学子。

制作视频 缅怀英雄

4月4日下午，市区交通北路路东的游园内花团锦簇，吸引不少市民在
此游玩。但有的市民不爱惜美景，随意践踏花草。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4月4日，春光明媚，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亲近自然。图为市民在红枫广场开满
鲜花的树边拍照、观赏。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