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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丽霞
10月24日下午，在经济技术开发

区邓襄镇韩庄村的一个桃园里，市民李
先生和朋友正在采摘冬桃。

“听朋友说这里的冬桃熟了，又脆
又甜，我们专门过来买一些。”李先生
说。

记者走进桃园，看见桃树上挂满了
白里透红的冬桃。一个个果肉饱满、果
香四溢的冬桃让果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这个桃子是套袋生长的，可以直
接吃。”桃园负责人韩乐名向记者介
绍，“家里有28亩桃树，平均一亩地有

一万多块钱的收入。今年已经是第五
年种桃了，积累了不少果树管理的经
验。”

“你看，这个桃子足足有一斤重。”
韩乐名摘下一个又大又红的桃子向大家
展示。

据了解，冬桃三四月份开花，坐
果后长到核桃大小时会暂停生长，经
过两个月的休眠期后，八九月份继续
生长，直到十月份才陆续成熟，生长
周期是普通桃子的两倍。

“冬桃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足，
甘甜清脆，储存时间更久。”韩乐名
说。

韩乐名在采摘冬桃。

■本报记者 刘净旖
近段时间，全市各大公共场所都从

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10月
23日上午，在沟张农贸市场北口，广播
里不断播放着提醒市民做好个人防护的
录音，工作人员在入口处认真开展检
查。当天，记者走访多处公共场所发
现，市民自觉佩戴口罩意识明显增强。

“戴口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
别人，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市民郭先
生说。

在辽河路一家超市入口处，记者看
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超市的顾客测
量体温，并要求他们扫场所码，同时提
醒他们戴好口罩。

随后，记者来到沙北街道海河社区
核酸检测采样点，还未走到采样点就听
到广播里连续播放着：“各位居民朋
友，请扫场所码，佩戴好口罩，保持安
全距离。”

记者看到，该核酸检测采样点规
范、有序进行着核酸检测采样。市民都

戴好了口罩，自觉排成两行长队，耐心
等候核酸检测采样。

记者发现，每家商户门口都设有场
所码，市民入内时都能自觉佩戴口
罩，积极扫场所码。

在市区一个公交车停靠点，等车的
市民陈女士说：“我的包里常备有口
罩，随时戴口罩已经成了习惯。”

在交通路新玛特商场门口，进入的
顾客不需提醒，便举起手机扫场所码入
内。门口测量体温的工作人员说：“市

民的防疫意识越来越强，所有市民都能
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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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车长背老人下车■本报记者 杨 旭
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下车时

把老人背到安全地方。10月24日，一
段我市116路公交车女车长史文博为老
人提供暖心服务的视频感动了众多市
民。

视频显示，10月24日上午10点06
分，史文博驾驶公交车行驶至市区交通
路新玛特站点时，发现一位老大爷拄着
拐杖颤颤巍巍地向公交车走来。把车停
好后，史文博立即上前双手扶住老人。

确定老大爷是要乘坐116路公交车
后，史文博把他慢慢扶到座位上，并叮

嘱他坐稳扶好。公交车行驶到泰山路桥
北站点时，听到老人要下车，史文博又
主动搀扶老人走到门口。看到老人下台
阶比较困难，史文博又把老人背下车，
送到安全地方。老大爷看到女车长对自
己这么关心，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向她
表示感谢。周围市民看到这一幕，纷纷为
史文博的暖心举动点赞。

“这名公交车长真的太让人感动
了。我经常乘坐她驾驶的公交车，暖心
的微笑、周到的服务，真为咱漯河增光
添彩。”经常乘坐116路公交车的市民
苏先生说。

25日上午，记者在公交场站见到史
文博时，她正认真打扫车内卫生，对车
内进行消毒。提及她为乘客提供贴心服

务，史文博微笑着说：“这不算啥。我
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老年人出门
挺不容易的，公交车长有责任也有义务
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让他们安全、放
心出行。”

10 月 24 日，在黄山路红枫广场入口处，许多市民走上流动献血车献血。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10月25日，临颍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红鹰救援队志愿者对临颍县邢庄学校进
行消杀，为学生复学做准备。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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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北路与沙河路交叉口向北约 120 米路
西，有人私装地锁。

人民路与文化路交叉口附近，地砖破损。五一路与湘江西路交叉口向北约 50 米路
东，下水道堵塞，路面有积水。

建设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约50米路北，
路面塌陷。

冬桃喜丰收 果农甜心头 万斤萝卜送敬老院

市民佩戴口罩意识增强

百年医路 济世惠民
——市中心医院（漯河医专一附院、市第一
人民医院）106周年院庆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杨三川

第十二章

1984年，许昌地区行政公署
以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处于沙河
滩内，是阻水障碍建筑为由向省
相关部门提出了医院迁建设计的
报告，同年获得批准。省有关部
门同意漯河在当时的漯周公路
南、环城路以西新征土地 40.5
亩，建设新医院。

这是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1916年建院以来首次全院迁址重
建，任务繁重，百业待兴。时任院
长曹冠东主持新医院的建设，把主
要精力都放在了新医院建设上。新
医院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建设，
1987年建成了门诊楼、病房楼、
楼间连廊及部分配套建筑，医院
开始从河滩内有序向新址（现人
民东路54号）搬迁。当时设有病

床450张，成为豫中南地区规模
较大的一所综合性医疗机构。

为解决医院职工的住宿问
题，医院在住院部南侧 （现市
区漓江路以北） 征地20亩，建
成了家属院；在院区西部征地
10亩，建成了制剂楼；在漓江
路以南征地32亩，建成了南家
属院。

为了缓解日益增加的病源压
力，给学科发展开辟空间，2003
年，医院在病房楼和家属院之间
征地 30 亩开工建设一号楼，
2005年底建成投用，新增床位
700余张，是当时河南省单体面
积 （4.2万平方米） 最大的医用
建筑，省内各地医疗同仁纷纷来
漯观摩。

至此，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布局，为医院
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1989年，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楼外景。 市中心医院供图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最近，网友“万能小梁子”分享在

抖音平台的一段短视频引起了众多网友
关注。视频中，“万能小梁子”和他的
摊主朋友在昌建东外滩夜市小吃街进行
了一场时尚走秀。摊主们带着各自的炊
具，做着招牌动作一一入场。一号是八
哥炒米粉的摊主、二号是小梁子铁板鱿

鱼的摊主、三号是老潼关肉夹馍的摊
主。随后，老式麻辣烫、街头牛排等摊位
的摊主闪亮登场。搞笑的动作、自信的步
伐，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

10月23日晚，记者找到了“万能
小梁子”。“万能小梁子”名叫李栋梁，
今年6月开始用抖音记录自己的摆摊创
业生活。看到网上有很多大学生拍的宿

舍走秀视频，平时爱拍点小视频的李栋
梁也想以这种形式记录自己与朋友的摆
摊生活。“走秀视频是我忙完生意后召
集摊主拍的。10月20日，我发布了这
段视频，没想到效果不错，现在播放量
有12万。我也因这段视频涨了100多个
粉丝。”李栋梁说。

“老板，烤鱿鱼咋卖？我是看你发

布的视频过来的。你和摊主的走秀视
频太有意思了。今晚，我带着家人准
备把每个走秀摊主的美食尝个遍。”市
民田女士说。

李栋梁告诉记者，这段视频火后，
他现在后台都回复不过来了。很多夜
市摊主还没上镜，他准备等大家闲了
再拍几段视频，满足粉丝的要求。

夜市摊主走秀视频火了

■本报记者 杨 旭
通 讯 员 王利生

10月24日，临颍县王孟镇楼王
村菜农王利东、徐会鸽夫妇通过临
颍县慈善总会捐赠一万多斤白萝
卜，分发给临颍县各乡镇敬老院。

“今年萝卜丰收，想着让老人们也尝
尝。”王利东说。

当天下午，在王利东、徐会鸽
夫妇的萝卜种植园，他们把刚刚挖
出的一万多斤白萝卜装车，运往县
城。王利东告诉记者，国庆节期间
雨水多，萝卜个头长得特别大，最
大的有八九斤，脆甜、多汁，适合

凉拌或直接生吃。
近年来，王利东、徐会鸽夫妇一

直在家包地种菜。今年他们种了50亩
白萝卜，国庆节后开始收获，亩产一
万多斤，目前还有十万斤没有卖完。

“考虑到敬老院住着不少老人，
我就想着给他们送点儿尝尝。”王利
东说。

记者了解到，王利东、徐会鸽
夫妇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今年 8
月，他们出资2.2万元把村里通往许
昌的一段路修成了水泥路，解决了
村民出行不便的问题，得到乡亲们
的称赞。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没想到自己也会遇到电信诈

骗，差点儿上当。希望我的经历能让
其他人加强这方面的防备。”10月25
日，家住海河路的李晶向记者讲述了
自己险些遭遇电信诈骗的经历。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李晶经常
使用微博“网上冲浪”。10 月 24
日，在浏览微博时，她收到了一条
留言。“当时，我一看头像和昵称是
一个初中同学常用的，就以为是
她。”李晶说，留言的大概内容是，
对方不小心把她移除关注了，让她
重新关注。

关注了这个账号后，对方告诉

李晶，她刚在营业厅换了手机卡，
没有对QQ、微信等软件解除绑定
就把旧卡注销了，导致新卡登录不
了这些软件。“对方对我说，她在
网上订购了一部手机，想让我添加
一个QQ号，帮她联系一下客服看
手机订购成功了没有。添加后，客
服说订购成功了，让付费。然后对
方就说因为换手机号，她的银行卡
暂时登录不了，让我先帮她付
费。”李晶说，听到让自己帮忙付
费，她感觉不对劲，就联系了这个
同学，才知道这个微博账号是冒用
了同学的头像和昵称跟她聊天的，
并不是同学的账号。

冒充微博好友 诈骗花招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