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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江路与王屋山路交叉口向东约5米，道路
路面破损。

五一路与湘江西路交叉口向北约 10 米路
东，排水管道堵塞，有积水。

解放北路与淞江路交叉口向南，人行道西
侧的垃圾无人清理。

泰山北路与淞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40 米路
西，人行道上路面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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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2012 年 9月 28 日上午 8时 3分，

漯河首趟高铁G635次列车驶入漯河
西站。从10年前建站时的每天16趟
车次，到如今的每天115趟车次，漯
河西站高铁班次越来越多。

早晨喝过胡辣汤从漯河出发，上
午到武汉吃热干面，下午赶到深圳梅
沙去看海。随着高铁的开通，对漯河
人来说，这一切变成现实。

“高铁没开通前，我每次往返漯
河和深圳，都要先乘坐普通火车到广
州，再转乘和谐号列车到深圳，总共
要花20多个小时。如今，我6个多小
时就能直达深圳，真是太方便了。”
在深圳工作的王先生说。

漯河西站的建成投用，给市民带
来的不仅有速度，也有贴心的服务。
出站口设有“温馨换衣间”，方便南
来北往的旅客换装；候车室的开水房
旁设“温馨就餐台”，避免旅客蹲着
进食的尴尬；候车室内设置“学习园
地”，解决学生没地方写作业的难
题……漯河西站推出的一系列便民举
措，不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此外，漯河西站还设有母婴室，
内有婴儿床、纸尿裤等；设置热水

间、免费充电处、军人候车室等。
普速列车也是许多人优先选择的

出行方式。近年来，漯河火车站不断
优化购票和乘车体验，让普速不普

通。
2020 年，漯河火车站新增 24个

核验闸机通道，设置“开车前 20分
钟急客快速通道”，优化“中转换

乘”流程。同年6月，普速铁路电子
客票系统一次性整体切换成功。

近年来，漯河火车站先后完成旅
服平台、电子客票等设施设备改造
20余项，旅客不用取票即可直接进
站，电子客票、无感支付等一系列智
能化、数字化举措极大方便了旅客出
行。

为完善服务标准和流程，漯河火
车站开通爱心绿色通道，形成“一处
受助、处处联动”的服务模式；增设
老年人购票窗口和老年人专用通道；
配备非处方常用药、针线、捆绑带、
便签、简易维修工具等，为旅客提供
应急服务。

漯河火车站还创新性推进高铁、
普速联程接续，完善同城、同站、同
站台中转换乘，近两年共开行旅游专
列20余趟，“网红”专列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

漯河火车站站前广场是我市的出
入窗口，带给每位旅客对这座城市的
最初印象。今年6月，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建设和公用服务中心对漯河火车
站站前广场进行改造。整修后的漯河
火车站站前广场整洁、美观、大气，
以靓丽的容貌迎接八方宾客。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现在，社区的环境越来越好，

大家的素质也明显提升。”近日，谈
起社区的变化，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泰
山中路社区居民王阿姨喜笑颜开地
说。

“过去，民生街路面不平、路灯
不亮、污水遍地。现在道路平坦，住
宅屋顶进行了防渗处理，墙体实现了
保温隔热。河堤上健身器材多样，晨
练晚练都很方便。”一位社区居民高
兴地说，社区干部不辞辛苦协调解决
了很多问题，社区才有了这样的变
化。

记者了解到，针对现存的“疑
难杂症”，泰山中路社区逐一解决。

“社区很多事情看似很小，但对社区
居民来说却关系极大。我们就是跑
断了腿、磨破了嘴，也要帮他们办
好。”泰山中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徐鹏
飞说。

“路面平整了，环境变美了，车
子不乱停了。”“住得舒心了，大家脸
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近日，在郾城
区沙北街道海河社区的海河小区，居

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给小区的改造打
出“高分”。

干净的路面，整洁的文化墙，增
设的充电桩、老人活动室，处处展示

着海河小区的变化。
“刚买的新能源汽车有地方充电

了，非常方便。老旧小区改造真是改
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提起焕
然一新的小区环境，居民王先生赞不
绝口。他说，以前小区问题较多，居
民意见较大。小区改造后，居民幸福
指数显著提升。

在市区黄山路北段阳光世纪苑小
区内，建有海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附近的老年朋友都经常去。在那里，
老人们看书、下棋、写字、画画、理
疗、按摩，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据海河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海河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积约300平
方米，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室有9个床
位。该中心提供日间照料、文体活
动、休闲娱乐、养生保健等服务。中
心还经常开展社区互助养老、关爱空
巢留守老人、举办父母课堂等。

不仅如此，记者走访了解到，我
市街道、社区还经常开展便民服务活
动，提供免费理发、修鞋、修家电、
修电动车等服务，受到了群众的一致
好评。

普速不普通 高铁更便利

社区环境改善 幸福指数提升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10 月 13
日上午，市文化活动中心内迎来了一
群特殊的朋友。市文广旅局和市残

联、郾城区残联邀请20余名盲人“观
看”电影《建国大业》。

当天上午9点，20余名盲人陆续

来到市文化活动中心，在工作人员的
搀扶下，进入电影放映厅。不少盲人
都是首次进入电影院，对“看”电影
感到很新奇。来自郾城区的盲人陈浩
阁告诉记者，他先天性失明，平时偶
尔会用手机听广播剧。

上午 9点半，电影开始，伴随着
电影音乐，解说员的声音也随之响
起：“屏幕中央出现了‘建国大业’四
个大字……”盲人认真聆听解说，用
心感受跌宕起伏的剧情。听到精彩
处，有人发出笑声，有人眼角泛起泪
花。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结束后，盲人
纷纷鼓掌，感谢解说员的精彩讲解。

“虽然看不到画面，但能感受到电影的
精彩。”盲人吴俊峰说，希望今后还能
这样“看”电影。

讲解志愿者杨淇告诉记者，为让
盲人朋友了解到更多的电影细节，她
用了一周时间反复观看这部电影，写
了 8000 多字的解说词。“电影结束
后，我看到大家反响很好，感觉这一
周的努力很值得。”

据市盲协主席兼郾城区盲协主席
周小力介绍，10 月 15 日是第 39 个

“国际盲人节”，市残联、郾城区残联
共同出资为盲人群体购买了盲杖、血
压计等，并联合市文广旅局开展了此
次请盲人“看”电影活动。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10月10日，在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活动室，今年66岁的任占宏
正教学员杨氏太极拳。

这支太极拳团队是市老干部
活动中心组织成立的，学员都是
老年人，年纪最大的82岁、最小
的50多岁。

说起与太极拳的渊源，任占
宏露出幸福的笑容。她说：“我从
35岁开始学太极拳，至今已有31
年了。练习太极拳不仅增强了我
的体质，还丰富了我的生活。”

2000年，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到活动中
心开班授课。考虑到练习太极拳
既能强身健体，还可以充实老年
人的生活，她就答应了。

今年59岁的学员杨书霞对记
者说：“我跟着任老师学习太极拳
已经两年了。这两年里，我每天
坚持练习，腿脚越来越灵敏，身
体越来越轻盈，逐渐找回了年轻
时的感觉。”

采访中，记者看到，任占宏
身教重于言传，一遍遍示范，手
把手纠正学员动作。

多年来，这支太极拳团队代
表我市在国家太极拳交流赛、河
南省太极拳交流赛多次获得好成
绩。

如今，除了在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教学员练习太极拳外，任占
宏还经常到沙澧河风景区教太极
拳爱好者练习太极拳，从不收取
任何费用。

■本报记者 刘净旖
10月11日，记者走访我市各大商

超、农贸市场发现，预制菜走俏。
当天上午，记者在受降路农贸市场

一家店铺看到，辣椒炒肉、酸菜鱼、鱼
香肉丝等预制菜摆放在冰柜里供消费者
挑选。

受降路农贸市场一家副食品批发店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少烧烤店都会
到这里批发预制菜。

家住五一路的郭女士告诉记者，她
买预制菜是因为厨艺不太好。郭女士表
示，以前听说过预制菜，但没有买过。

“前一段时间，我买过一些预制菜，感
觉味道不错。”郭女士说。

随后，记者来到在我市一家连锁
商超，看见一个冷藏柜专门存放预制
菜。

“我经常买预制菜。预制菜免洗、
免切，几分钟就能吃到热乎乎的菜，省
去了从买菜到备菜之间繁杂的工作，很
方便。”正在挑选预制菜的市民陈永硕
说。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通 讯 员 于素凯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73周年纪念日。郾城小学40
余名老师和少先队员来到郾城消
防救援大队，与消防救援人员一
起唱红歌、玩游戏、看表演，满
怀喜悦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郾城小学的李毛毛老师演唱
了红歌《我和我的祖国》，向和平
年代最可爱的人致敬。舞蹈《唱
支山歌给党听》 以感人的旋律、
优美的舞蹈将活动现场的激情彻
底点燃。

消防救援人员也表演了不少
精彩节目。四人小品《火焰蓝的
青春》凸显了消防救援人员赴汤
蹈火、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三
人合唱《人民需要我》让师生感

受到消防救援人员逆向而行的大
无畏精神，消防救援人员飞梯登
楼等高超技艺展示更是让师生们
对消防员无比崇拜。

除了文艺节目，互动游戏也
非常精彩。“你来比画我来猜”互
动游戏，胜出的同学能获得相应
奖励，失败的同学则需要进行才
艺表演、俯卧撑一分钟挑战、模
仿大猩猩等。孩子们在游戏中学
到了不少消防安全知识。

请盲人“看”电影

任占宏：义务教太极拳

任占宏（左一）正在教学员们杨氏太极拳。

20余名盲人“观看”电影《建国大业》。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记者走访商超、农
贸市场发现——

预制菜走俏

“红领巾”走进消防队
近距离感受“火焰蓝”

消防救援人员向学生介绍消防知识。

改造后的顺河街街道泰山中路社区西大街。

漯河西站志愿者为残疾乘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