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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小区24号楼3单元门前，一棵梧桐树的
树叶被虫子啃成网状。

金山北路与淞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120 米路
东，公交车停靠点顶棚破损。

月湾湖东路长申玉超市对面一块空地上，垃
圾无人清理。

建设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西约120米路北，
临街楼上电线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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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随着气温
不断攀升，市民的用水量逐渐增加。5
月 30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称近几
天晚上用水高峰时段，沙北部分小区多
层楼房的五楼、六楼水压不足。那么，
高温天气下，居民生活用水有保障吗？
对此，记者采访了市清源供水有限公
司。

“根据我们接到的群众反映，目前，
水压低的小区均位于沙北供水管网末
梢。高层楼房因为有二次加压措施，不
存在水压低问题。问题主要存在于多层
楼房，到了晚上用水高峰时段，五楼、
六楼水压偏低。”5月31日上午，市清源
供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出
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随着城

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区人口增多，仅
沙北区域近三年就新增自来水用户五六
万户，造成用水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受
历史原因影响，一些区域铺设的管网管
径偏小、管材老化腐蚀严重，造成晚上
用水高峰时段部分小区出现水压低的情
况。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保障夏季群
众生活用水，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先后
完成第二、第三水厂南水北调水源置
换，促使供水能力大幅提升，夏季高峰
期超负荷运转每天供水接近20万吨。同
时，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发挥市区环状
供水管网优势，从沙南向沙北区域增铺
市政供水管网，充分利用沙南三个水厂
产能，向沙北区域供水，以缓解沙北水

压低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沙北水压低
的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解决沙北部分
区域水压低问题，近日，市清源供水有
限公司已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安排。增
容扩量。科学统筹全市供水调度，四座
水厂满负荷运行，晚上用水高峰时段最
大限度地增加供水量，缓解沙北部分区
域当前水压低的现状。同时加快推进第
六水厂建设，目前申请的专项债券已经
发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年内即可开
工。建成投产后可有效解决沙北部分区
域水压低的问题。堵塞漏洞。加强供水
管网的巡检力度，对出现的跑冒滴漏及
时维修。继续大力分批实施沙北老旧管
网提升改造，增加供水量。

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沙北部分区域用水高峰时段水
压不足，建议多层楼房的五楼、六楼用
户错峰用水、提前储水。如有问题，市
民可拨打电话2621210反映，市清源供
水有限公司将第一时间前去处理。

改造供水主管网 推进第六水厂建设

供水公司着力解决沙北部分区域水压低问题

声 明

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法版权，
未经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违者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见习记者 焦 靖
今年5月起，《电子烟管理办法》正

式施行，其中要求，电子烟产品应当符
合电子烟产品包装标识和警语的相关规
定；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
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标志，禁止
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等。5月
31日是《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后
的第一个无烟日，当天记者走访了我市
电子烟销售市场。

位于市区新天地步行街的一家电子
烟店面积很小，三个商品展示柜上摆放
着电子烟弹和烟具。记者看到，电子烟

弹外包装上，介绍了尼古丁含量，标注
有“吸烟有害健康 未成年人禁止使
用”的警示语。在柜台的醒目位置，张
贴着“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的
警示语。店主介绍，顾客以年轻人为
主。该店主说，他不会把电子烟卖给未
成年人。

在黄河广场一家电子烟店，记者看
到某品牌的果味电子烟仍然在销售。

“2022年 9月30日之前，符合要求
的店面仍可以继续售卖果味烟弹，过渡
期后，果味烟弹就不能再卖了。”该店主
介绍，《电子烟管理办法》施行后，生产

厂家就不再生产果味电子烟了，目前在
售的果味电子烟都是4月30日之前生产
的。

市妇幼保健院心脏康复科主任段继
豪表示，不推荐使用电子烟戒烟。电子
烟弹虽然不含焦油，对呼吸道的刺激较
小，但烟液中添加的有机溶剂、食用香
精、添加剂等，经常吸入，也会对呼吸
道和肺部造成严重损害。同时，电子烟
产生的二手烟对人体也是有害的。烟液
经高温加热后产生气溶胶，被人体吸入
再呼出，仍包含着多环芳烃、甲醛、重
金属（如铬，镍和铅）等大量有毒有害

物质。

■本报记者 于文博
通 讯 员 付二红

“谢谢你。这是我们家种的黄
豆、大蒜，也是我们的一片心
意，请收下。”5月28日上午，来
自临颍县台陈镇的于女士在郾城
区文化旅游局拿到包裹后，不停
地表示感谢。

今年3月下旬，临颍突发疫
情。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临
颍县台陈镇台陈村年近70岁的于
奶奶到郾城区某酒店隔离。4月
11日隔离期满回家时，于奶奶把
自己的包裹忘在了酒店的房间
里。当日中午，身为该隔离点负
责人的郾城区文化旅游局闫继勋
接到于奶奶的电话后，当即前往
房间寻找包裹。

找到包裹后，闫继勋给于奶
奶打电话说：“放心，包里的身份
证、1400元钱都在。等解封后，
我一定还给您。”

5月27日，考虑到于奶奶行
动不便，闫继勋准备利用周末为
于奶奶送包裹。当于奶奶得知闫
继勋要上门送包裹时，便让周末
到漯河送孩子上学的侄女代取包
裹。为了表示感谢，于奶奶特意
让侄女送来了黄豆、大蒜等自家
种的农作物。

上门办理残疾证
本报讯（记者 姚晓晓）“太感

谢你们了，能够上门为俺老伴办理
残疾证，真是解决了俺的一大难
题。”5月26日，郾城区龙城镇白
庄村村民赵素贞对上门办理残疾证
的工作人员不停地表示感谢。

5月23日起，郾城区残联办
证人员与郾城区中医院和漯河市

精神病医院的鉴定医师入村进
户，开展为期一周的上门办理残
疾证活动。

办理过程中，残联工作人员
和评定机构医师热情接待群众咨
询，耐心细致地为残疾人讲解残
疾人证办理政策，并为行动不便
的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

包裹忘酒店 热心人帮保管

展现乡村振兴新图景

爱心人士捐赠校服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通

讯员 张付庆） 5月31日上午，
临颍县王孟镇范庙小学校园里
爱心涌动，学生收到了该镇爱
心人士王志明捐赠的校服。

今年41岁的王志明是王孟
镇楼王村人，在福建务工已近
20年。2008年，他在福建开
了一家建筑公司，生意做得越
来越大，曾多次为家乡捐款捐
物。今年4月，王志明返乡为

孩子办理身份证。期间，王志
明通过在范庙小学当老师的同
学了解到，目前该校各项设施
都比较完备，但学生还没有校
服。

王志明当即联系校服生产
企业，花费3.1万元为326名学
生订做了校服。因疫情往返不
便，远在福建的王志明委托父
亲在“六一”儿童节前夕，把
这批校服送到了学生手中。

5 月 31 日，源汇区许慎小学举办“庆‘六一’ 画脸谱”活
动。图为孩子们展示自己制作的脸谱。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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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泰山中路社区联合泰山中路小
学举办包粽子活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5月31日，共青团漯河市委、国网漯河供电公司团委组织青
年志愿者到郾城区商桥镇第二中心小学举办送关爱进校园活动。

李丹丹 摄
5 月 30 日，郾城区龙塔街道社工在祁山路社区儿童活动室举办“同心守护 欢度‘六

一’”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果味烟弹仍在销售 商家表示正清库存

5月27日起，市人民公园开园时间调整为5:30至22:00。市民在佩
戴口罩、扫场所码和测量体温后方可入园。图为5月28日，市民在市人
民公园游玩。 见习记者 焦 靖 摄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5月
31日上午，“喜迎二十大 寨门村
乡村摄影展”在该村邓湖游园拉
开帷幕。500多幅摄影作品给村
民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本次展出的照片多为市委老
干部局派驻经济技术开发区邓襄
镇寨门村第一书记郭建华所拍。
驻村两年间，郭建华拍摄了6000
多张记录乡村发展的照片。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驻村

期间吃住在村里，经常用相机拍
摄一些场景，希望能用镜头记录
乡村的变化。”郭建华说。

本次展览的照片包含美丽寨
门、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疫情
防控、防汛减灾等11个部分，作
品聚焦寨门村的政治、经济、社
会、生态环境及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丰硕成果，展现寨门村村民在
党的领导下，拼搏奋进的时代风
貌。

■见习记者 王嘉明
5月19日，市城市管理局印

发 《关于设置季节性瓜果 （蔬
菜）便民销售点的公告》，在市区
科学设置便民临时瓜果 （蔬菜）
销售点44处。5月27日，记者到
便民瓜果（蔬菜）销售点进行采
访。

“东大街、民主路便民销售点
不收费、环境好，去那边卖吧！”
5月27日早上6点，记者跟随源
汇区城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沿
五一路、受降路等路段劝导流动
摊贩到固定便民销售点售卖瓜果

和蔬菜。
随后，记者来到民主路便民

销售点，看到经营者戴着口罩在
统一规划的摊位有序经营。各摊
位的商品摆放整齐，品种繁多，
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我之前卖瓜都是沿街叫卖，
现在有了便民销售点，卖瓜更方
便了。”瓜农李大哥说。

“我以前在流动摊贩买的瓜果
坏了无处维权，现在有了固定便
民销售点，万一出现问题还能及
时解决。”家住郾城区苹果·花样
年华小区的王阿姨说。

便民销售点 买卖瓜果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