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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河东堤与人民西路交叉口向南约100米路
西，健身设施损坏。

海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向东约50米路南，人
行道上井盖破损。

牡丹江路与京广铁路交叉口向东约120米路
南，人行道南侧有垃圾。

五一路与银江路交叉口向南道路两侧，共
享单车乱停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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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6月22日上午，我市迎来2022年

中招考试。当天上午8点，我市九年级
28798名考生，带着老师的谆谆教诲，
带着家长的深情嘱托，走进考场接受
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大考。考场内，
考生们认真答卷。考场外，更多人在
高温的炙烤中，为考生们加油。

老师
学生全部进场后才吃早饭

8点30分左右，在市实验中学考
点，参加考试的学生已经全部走进考
场。记者看到，几位老师手拎着买来
的油馍、豆浆等，准备找个凉快的地
方吃早饭。

记者了解到，这几位老师是郾城
实验中学的送考老师。九（10）班班
主任赵艳华老师说：“早上不到5点我
们就起来了：组织送考车辆，提醒学
生检查考试需要带的书籍、文具和准
考证等，给学生准备防暑物品。早上7
点20分左右我们就赶到了考点：清点
人数，再次检查考试需携带的物品
等。只要学生能考出好成绩，我们累
点无所谓。”

赵艳华老师说：“我们守在考点不
离开，会让学生有安全感，遇到突发
情况也能随时处理，还可以为学生加

油鼓劲。”

交警
烈日下维护考点交通秩序

8点 30分，中招考试正式开考。
在市实验中学考点外，记者看到，交

警开始在学校门前的泰山路上摆放隔
离桩，规划好临时管制区域。随后，
交警一直在道路上指挥交通，做好车
辆的疏导工作。

记者了解到，考试期间，我市交
警部门除了在各考点周边摆放交通禁
鸣等警告、警示标志外，还安排执勤

警力，积极疏导维护各考点周边的交
通秩序。同时，开辟考生“绿色通
道”，加大考场周边道路巡查力度，做
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全力服
务中招考试。

供电
应急电源车场外待命

在市实验中学考点外，一辆黄色
厢式应急电源车停靠在大门北侧不远
处的人行道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为了应对突发情况，供电公司在
考点外配备了移动应急电源车，以备
不时之需。

采访中，漯河供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为了确保中招考
试期间电网稳定运行，为考生营造
良好考试氛围，中招考试前，供电
公司已对保电范围内 36条主配网线
路开展特巡、清障和消缺工作，对
保电范围内7座变电站、2座开闭所
开展运维检测。中考期间不安排检
修任务，以确保漯河电网全方式运
行。同时，加强设备运行监控，开
展保电相关设备不间断巡检。供电
公司还明确要求，中考期间，保电
人员全程在各考点值守，确保及时
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确保中
招考试顺利进行。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实 习 生 张爽爽

6月22日，我市2022年中招考试
拉开帷幕。穿红衣、旗袍，拿向日
葵……送考现场，老师和家长用暖心
之举为考生加油。

7点40分左右，记者在市第二实

验中学考点看到，似火的骄阳丝毫没
有阻挡送考家长和老师的热情。不少
家长和老师穿着红色衣服或旗袍，有
的还拿着向日葵，比出“加油”的姿
势与考生合影留念，目送考生进入考
场。

“这个天气穿旗袍很热，但为了给

孩子博一个‘旗开得胜’的好兆头，
我还是穿了。我还专门买了一束向日
葵拿着，寓意‘一举夺魁’。”送考家
长宋女士告诉记者。

送考大军中，穿着红色T恤的市
实验中学送考老师在人群中格外亮
眼。“我们专门穿了红色T恤，寓意

‘开门红’，同时还把祝福横幅挂在了
考点东边，寓意‘紫气东来’。希望这
些小心思带来的仪式感，能缓解学生
们的紧张情绪，让他们更加镇定，考
出满意的成绩。”送考老师贾丽莉说。

考生进入考场后，有的家长默默
离开，有的家长则带了凉席、地垫等
装备，开启场外等候模式。“俺家在商
桥镇，太远了，中午就不回去了，在
这儿等着孩子考完一起吃饭。”陈先生
告诉记者，这几天要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为孩子中考保驾护航。

考场外加油 多部门助力

中考进行时

暖心送考 为梦护航

■见习记者 刘净旖
“俎书记与村里老少爷们儿共同生活

了6年，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
让俺们潘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是打心底里舍不得他走。”6月 20
日，临颍县三家店镇潘庄村驻村工作队
交接座谈会上，该村党支部书记宋俊凯
代表全村1000多名父老乡亲，向即将离
任的驻村第一书记俎兆杰赠送了一面锦
旗，并向其颁发潘庄村“荣誉村民”证
书。

2016年9月，俎兆杰受临颍县供电
公司委派到三家店镇潘庄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6年来，他深入调研，因村施
策，确立了潘庄村“党建引领、文化驱
动、强农固本、产业兴村”的发展思
路，致力强党建、兴产业、求发展、找
穷因、挖穷根、寻良策、助脱贫，为潘
庄村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驻村期间，俎兆杰协调项目资金650
多万元，先后修建村内道路3600多米，
建设广场2800余平方米，新建村党群服
务中心740平方米，还建设了180平方米
的大舞台、百米党建文化长廊；投资190
余万元先后建设4个农排台区，改造2个
生活台区，实现了68眼机井用电全覆
盖，确保了潘庄1350亩耕地旱涝保丰
收。

2018年，在单位的支持下，俎兆杰
争取国家电网阳光扶贫捐赠项目资金23
万元，注册成立了临颍旭阳纺织品公
司，办起了村集体纺织加工厂。30多位
留守妇女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日工

资70元到100元。他还到多个地方联系
业务，保证车间生产订单不断。截至目
前，公司产值已达60万元。群众的钱袋
子鼓起来了，村集体也有了收入。

“俎兆杰同志扎根潘庄村，与群众打

成一片，特别是大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让潘庄村走在了全镇的前列，是全
镇公认的好干部。”三家店镇党委书记
杨旭给予驻村第一书记俎兆杰高度评
价。

“我将接过俎兆杰同志的接力棒，与
群众面对面、心贴心，把好事办实，把
实事办好。”临颍县供电公司新派驻潘
庄村第一书记李磊表示，要向俎兆杰学
习，把潘庄当故乡，把群众当亲戚，抓
住乡村振兴新机遇，带领大家勤劳致
富。

驻村书记成为“荣誉村民”

6月22日上午，市实验中学考点，中招首场考试结束，考生走出考场。

潘庄村党支部书记宋俊凯向俎兆杰（右）颁发潘庄村“荣誉村民”证书。
黄权辉供图

■李小将
进入 6 月中旬以来，我市持

续出现高温天气。为确保城市有
序运行，为了让更多人能享受清
凉，无数户外工作者坚守岗位，
奋战在高温一线。他们中有维护
交通秩序的民警和辅警、有保持
城市干净的环卫工人、有高空作
业的电力抢修人员……他们顶着
烈日、挥洒汗水，为城市发展和
保障市民生活贡献力量。让我们
向他们致敬，并真诚地说一声

“谢谢”。
向户外工作者致敬，对有关

部门而言，应该督促用人单位认
真落实发放高温津贴等措施，保
障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的合法
权益。目前，我市有关部门已积
极行动起来，给户外工作者送去

“清凉”。比如，郾城区环境卫生
服务中心将年龄偏大、身体素质
较差的人员调整到保洁任务较轻
的路段，并视情况调整机械化清

扫和洒水频次，减轻环卫工人的
劳动强度。同时，完善环卫驿站
内配套设施，配备风油精、硝酸
甘油等防暑、应急物品，方便高
温天气下作业的环卫工人使用。

向户外工作者致敬，对市民
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尊重他们
的劳动成果，减轻他们的负担。
比如，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
行；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
这些举动看似小小不然，如果人
人都能做到，就是给户外工作者
送去的最好“清凉”礼物。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烈日
下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暑”你
最美。

■见习记者 王嘉明
通 讯 员 赵东祥

6月 21日下午，源汇区城市
发展服务中心老街机动队队员周
胜、何笑运巡逻到公安街三尺门
时，看到几个人和一位老太太交
谈着什么，随即下车察看。经了
解得知，这位老人迷路了。

老人是西平县人和乡人，与
孙子来漯走亲戚。孙子去买东
西，她想熟悉下周围环境，不料
走散。天气炎热，城管队员把老
人扶上巡逻车带回办公室，为老
人拿来水并安抚老人的情绪。他
们通过询问得知老人家人的电
话，遂联系上老人家人。老人的
孙子赶来后，向城管队员连连道
谢。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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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迷路
城管相助

本报讯（记者 姚晓晓）炎炎
夏日，闷热高温的天气直接带
动了花茶、绿茶等适合夏日饮
用 的 茶 品 走 俏 市 场 。 6 月 21
日，记者走访我市部分大型超
市，发现各种适合夏日饮用的
茶品摆在了柜台的显眼位置，
茶品种类繁多，购买者络绎不
绝。

在辽河路一家超市，记者看
到一些顾客正在挑选花茶，其中
以女性居多。专柜上有玫瑰、金
银花、薰衣草、菊花等20多种花
茶，其中清热解毒的菊花和金银
花最受青睐。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这两款花茶每天都要补好几
次货。

在大学路一家超市，记者看
到每类花茶都贴有标签，注明该
品种的名称、功效、价格，让消
费者一目了然。“我们超市的花茶
品类很多，每一种都有相应的功
效，这段时间很受消费者欢迎。”
超市工作人员赵女士告诉记者，
入夏后各类花茶销量逐渐上升，
反响也都不错。

“天气炎热，大家都喜欢喝点
清热降火的东西。”正在挑选花茶
的陈女士说，“今年我们家已经喝
了两个多月的花茶了，买得最多
的是菊花、茉莉花、柠檬片，清
热解毒又泻火。有亲朋好友上
门，我们都是冲泡花茶来招待他
们的。”

■见习记者 焦 靖
6月16日，河南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第六届“百名优秀小球
员”获奖名单揭晓，我市西城区
丹江路学校的张迪森成功入选。6
月20日，记者采访了张迪森和他
的辅导老师沈琪元。

“我的足球故事开始于我家楼
下的小操场。当时总是跟着邻居
家的哥哥们踢球、捡球。”12岁的
张迪森告诉记者，他从2017年开
始系统接受足球训练。“妈妈风雨
无阻地观看了我的每一场比赛。
爸爸给我买世界地图、球星海
报、球衣球鞋，陪我了解足球知
识和专业术语。”张迪森说。

每周一、三、五是校内训练
时间，张迪森和队友在球场上练
习带球过人、定点射门、角球
等。沈琪元告诉记者，张迪森从
不迟到、早退，周末和假期也都
坚持训练。“张迪森的身体很灵
活，爆发性比同龄的孩子强一
些，踢球时经常能抢断对手。”沈

琪元说。
“进入校队后，沈老师经常表

扬我，还让我踢前锋。我非常高
兴，训练也更有劲儿了。在沈老
师的指导下，我的球技突飞猛
进。现在，我已经是球队的主力
队员了。”张迪森自豪地说。

在张迪森看来，他通过足球
不仅获得了荣誉，更获得了健
康，炼就了坚强的意志。“足球开
阔了我的视野。看了五大联赛，
我被众多球星的励志故事所感
染；看了世界杯，我知道这个世
界很大也很精彩。”张迪森说。

艰苦的训练也让张森迪吃了
不少苦头。“磨破了两条足球裤，
踢坏了一双鞋子，膝盖上旧伤没
好又添新伤。”张森迪告诉记者，
妈妈曾心疼地问他要不要放弃，
他自己有几次也想打退堂鼓。“可
是，绿茵场犹如磁铁一般吸引着
我。我一看见足球脚就痒痒。我
感觉我已经离不开足球了。”张迪
森说。

致敬烈日下的坚守者

清凉茶品走俏市场

足球小将张迪森

张迪森在练球。 沈琪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