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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江路与峨眉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100 米路
南，下水道堵塞，污水外溢。

人民西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约 150 米路
南，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五一路与樟江西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不
亮。

祁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附近，人行道地砖
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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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国霞
11月3日，本报报道了郾城

区裴城镇宋岗村亚果农业合作社
生菜滞销一事。11月15日，该农
业合作社负责人李亚果高兴地对
记者说：“最近几天，在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的30亩生
菜基本卖完。非常感谢大家的帮
助！”

“生菜真新鲜，还很便宜。买
菜还能助农，我要两袋。”11月
15日早上7点30分，在市区辽河
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的刘小果
水果专卖店，市民邱女士看到店
内成袋的生菜后，花4元钱买了
10斤。

记者了解到，得知李亚果
种的生菜滞销后，市个体私营
经济协会联系了他，协商帮助

他在刘小果水果专卖店销售1万
斤。

李亚果联合刘小果水果专卖
店、老陕西烩面馆，向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和一些社区捐赠了近
3000斤生菜。

11月14日下午，老陕西烩面
馆负责人赵丽秋协调多辆车，组
织十多名志愿者到菜地收菜、装
袋，并将生菜拉到市区分送到水
果店。

■《生菜滞销 菜农犯愁》后续

爱心接力助农 生菜基本售完

老年人加入网购大军
■本报记者 张丽霞
网购对年轻人来说再熟悉不过。近

两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加入网购大
军，成为网络消费的新生力量。11月14
日，记者采访了多位热衷网购的老年
人，倾听他们的网购感受和困惑。

网购成老年人新乐趣

“一接到快递员的电话，我就像收到
礼物一样开心。”今年69岁的退休职工李

阿姨说，自从她学会了网购，家里的一
些生活用品都是在网上买的。记者看
到，李阿姨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几件她刚
网购回来的商品。

“网上的东西不仅种类多，还比超市
里的便宜。”退休后，市民王阿姨学会了
网购，取快递已经成为生活常态。谈话
间，王阿姨熟练地操作着手机，时不时
翻出收藏的心仪商品让记者看。

“看孩子们网购的东西不错，我忍不
住让他们教教我。我学会网购后，女儿
帮我在支付宝上存了1000块钱。”王阿
姨说，女儿帮着下载了购物软件，并耐
心地教她注册账号、搜索商品、点击购
买。尝试了几遍后，王阿姨就学会了。

记者了解到，一些老年人选择网
购，一是因为商品便宜，二是将网购作
为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学会网购后，妈妈开心了许多。昨
天，下班回家，我发现妈妈穿了一件新
卫衣，一问才知道是她自己网购的。”市
民肖雅说，“取快递时，妈妈心情特别

好。网购让她的生活变得有趣了。”
最近，肖雅80多岁的姥姥也喜欢上

了网购。根据姥姥的需求，肖雅给她找
好商品链接。“姥姥拿着我的手机选中商
品后，我帮她下单。看着姥姥开心的样
子，家人也很高兴。”肖雅表示，网购让
家人之间多了一些话题。

网购有乐趣也有烦恼

网购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便利和乐
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烦恼。

李阿姨表示，去年，她还对网购比
较抗拒，一是对网购商品不放心，二是
担心钱存在网购平台上会丢失。没想
到，学会网购后，她却喜欢上了。不
过，不是每次网购都称心如意，她偶尔
会遇到商品质量不过关的问题。“都是小
物件，不能用就算了，我也懒得退。”李
阿姨说。

“上个月，我买了两斤核桃。平台页
面上描述得很好，画面也很吸引人。到

货后，我发现核桃已经变味了。”退休职
工杜阿姨说，她本来想退货，后来想想
一共才二十多块钱，便把核桃扔了。

记者了解到，像李阿姨和杜阿姨一
样的老年人有很多。他们即便对网购的
商品不满意，却很少选择退货。

记者发现，网购平台越来越规范，
部分平台还推出了适老化模式，首页图
片与名称被放大，重要信息以单排方式
清晰地展现出来，方便老年人筛选商
品。总体来说，网购让一些老年人的生
活变得更方便。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
学会网购后，不少老年人减少了外出购
物的次数，降低了感染风险。

市消费者协会提醒老年朋友，网购
时切勿贪便宜，要学会看买家评价，货
比三家，根据自身需求谨慎下单。同
时，尽量在儿女的指导下购买。遇到纠
纷时，要及时向家人或有关部门求助。
子女需要经常给老人讲一些防网络诈骗
的知识，提高老人识别网络诈骗的能
力，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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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 红） 11月7
日，漯河日报社第九届“暖冬行
动”启动以来，不少爱心团队、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与记者
联系，表示要参加今年的“暖冬
行动”。

团市委、市慈善总会、和谐
家庭幸福基金会和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暖
冬行动”。

目前，报名参加“暖冬行
动”的爱心团队分别是漯河公益
志愿者团队、漯河星火志愿团、
情暖沙澧爱心公益联盟、漯河市
爱心爸妈公益团、漯河市公益顺
风车协会、昊德爱心中转站、漯
河失独家庭志愿服务队、源汇区
沙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海河社
区老年大学等。

报名参加“暖冬行动”的
爱心企业有漯河德利食品有限
公司、漯河市霜骥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于氏济恩堂、老陕西
烩面馆等。这些企业纷纷捐赠

物资。
临颍志愿者李建生捐赠了

100元助力“暖冬行动”。市中医
院员工、漯河“十佳市民”王向
涛捐了1000元，并表示将捐些物
资，跟随爱心团队看望家庭困难
人员。

目前，爱心团队及既定爱心
企业捐赠的物资，正在紧张准
备；有意参加“暖冬行动”的企
业，相关负责人正在与“暖冬行
动”小组负责人洽谈。

“暖冬行动” 报名踊跃

初冬时节，我市处处五彩斑斓，美丽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 胡鸿丽 11月14日摄于沙澧河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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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净旖
通 讯 员 张付庆

“ 大 娘 ， 您 试 试 这 套 棉
服。”11月14日，临颍县王孟
镇王孟东村村委会大院内热闹
非凡。该镇爱心人士高永辉出
资 1.5 万元，为困难群众买了
500套棉服。

当高永辉把棉服递到困难
群众手中时，他们开心地对高
永辉说：“感谢你的帮助。”

“天气冷了，我买了这些棉
服送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看到他们开心，我
也很高兴。我将继续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高永辉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近日，临颍县台陈镇席贾

村邢庄自然村村民邢长安、孙
瑞梦夫妇种的菠菜滞销。两人
准备捐出去。临颍县青年志愿
者协会负责人李建生和爱心人
士马素霞得知消息后，立即行
动起来，帮他们联系养老服务
机构。

11月 14日、15日，在邢
长安、孙瑞梦的菠菜种植基
地，李建生和马素霞组织多
名志愿者采摘、打包、装车
2000多斤菠菜。

这些菠菜分别被捐给临颍
县瓦店镇敬老院、康乐福老
年服务中心、夕阳乐老年公
寓等。

菠菜捐给养老服务机构

冬日送棉衣 爱意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请您牵好
狗，不要让它乱跑。”“请及时清理小狗的
粪便。”……连日来，源汇区城市发展服
务中心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和
不文明养犬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
范养犬行为。

执法人员根据市民出门遛狗习惯，
在清晨和傍晚两个时段到游园、广场、
小区等地，通过发放宣传单、口头讲解

等方式向市民宣讲文明养犬规定、文明
养犬知识等。

执法人员还对遛狗不牵绳、养犬未
办证、不清理犬只粪便等行为进行整
治，对长期扰民的流浪犬进行捕捉收
容。

截至目前，源汇区城市发展服务中
心共捕捉流浪犬二十余条，整治不文明
养犬行为130余起。

源汇区大力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