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向南约 30 米路西，
再向西约100米路北，垃圾无人清理。

嵩山南路与樟江西路交叉口向北约150米路
东的一条小路上，排水管道堵塞。

千山路与龙江西路交叉口向南约 280 米路
西，人行道上乱堆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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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河路与井冈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350米路
北，行道树折枝，影响市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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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魏秀乾仍身

形笔挺、精神矍铄。7月5日，记者在
舞阳县太尉镇魏集村见到他时，他正在
村里的阅览室规整图书。“园长”“人居
环境志愿者”……在魏集村村室、道路
两旁等处悬挂的岗位牌上，有不少魏秀
乾的名字。执教42年，退休后在村里担
任图书管理员、网格员，继续发光发
热，魏秀乾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辈子
为党工作”的诺言。

1961年，魏秀乾成为太尉镇邢庄
小学的一名教师。因工作成绩突出，
他先后被派到魏集小学、太尉镇中心
小学担任校长。1998年，他又到太尉
镇中担任副校长，直至2003年退休。
42年如一日坚守平凡岗位，魏秀乾默
默奉献着，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
秀共产党员。

“我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深刻体
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
从小就对党充满向往，把入党当成梦
想。参加工作后，我时时处处按照党员
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魏秀乾说，1972年，他光荣入党，激动

的心情难以言表。从此，他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并下定决心终身为党工作，为
人民服务。

2003年，魏秀乾退休，但他一天也
没闲着。发现村里没有图书室，他就找
村干部商议，并把家里存的300多册书
全部拿出来，在村室建了阅览室，主动
担任图书管理员。

2020年，魏集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魏秀乾主动参与进来，走遍村庄
的每一个角落，测量、规划、设计，然
后领着施工队进行改造。3年来，他每
天都在为村庄环境治理付出着。“坑塘
整治、村庄绿化、游园修建……他都参
与了，现在绿化养护也是他负责。”几
名村民争着告诉记者，现在魏集村的美
丽景象有魏秀乾的功劳。

如今，已经80岁的魏秀乾每天坚持
看书读报，加强学习，还做笔记、写读
后感。他积极参加村党支部活动，活跃
在村里的各项建设中，时时带头、事事
争先。“到了年纪人会退休，但是共产
党员的思想永不退休。党员就要一辈子
为党工作，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魏秀
乾说。

魏秀乾：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魏秀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 大 学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 在 亲

民……”7月11日上午，一阵阵稚嫩的
读书声从郾城区沙北街道泰山社区活动
室里传出。在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
生志愿者的带领下，30余名孩子聚在一
起，参加“快乐暑假 健康向上”公益读
书班的学习。

明亮的活动室内，返乡大学生志愿
者郑家宝一边领读，一边不时检查并纠
正孩子们的坐姿。

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
诵读了《诗经》《论语》《弟子规》等传
统文化经典的篇目。大学生志愿者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详细讲解每句话

的含义。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主动要
求上台朗读，并说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本次暑期公益读书班从7月3日开始至7
月31日结束，主要学习国学知识。

家住黄山小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公益读书班办得好，不但减少了家
长的烦恼，还让孩子学有所获。给社区
和志愿者们点赞！”

“开班短短一周，参加公益读书班的
孩子就从5名发展到现在的30多名，而
且人数还在增加。公益读书班得到了附
近居民的大力支持，甚至一些家长也参
与其中，陪伴孩子一起读书。”郾城区沙
北街道泰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赵辉说。

公益读书班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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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文博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英语单词

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这个单词是
斧头的意思。”……7月11日，记者在
西城区新城办井李村的一处民房内看
到，返乡研究生、党员志愿者赵浩杰
正在给几十名孩子上英语课。7月4
日，井李村暑期公益课堂开始上课，
村里几十名孩子报名参加。“这里学习
有氛围，写作业比较快。”“我今天学
会了好几个英语单词，回家要说给妈
妈听。”采访中，孩子们高兴地告诉记
者。

记者了解到，井李村暑期公益课
堂开设在赵浩杰家中。“我今年刚考上

研究生，放假后空闲时间比较多。村
里要开办暑期公益课堂，作为党员，
我就把这件事应了下来。”赵浩杰说，

“公益课堂用的桌椅板凳，是我和村干
部四处借来的。大家对这件事都很支
持。”

暑期公益课堂的老师不仅有赵浩
杰，还有村里其他5名大学生。

据了解，井李村暑期公益课堂将
持续至7月底，以辅导作业为主，定
期还会讲授防溺水安全知识、爱国主
义教育等。井李村党支部书记郭一博
说：“暑期公益课堂得到了村民的支
持。我们会持续开展类似的活动，让
孩子们的假期过得丰富多彩。”

公益课堂丰富假期生活

■本报记者 刘净旖
许多车主临时停车时，会在

车窗处放置挪车电话。也有车主
担心，这样做存在泄露隐私的风
险。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调查。

家住柳江小区的邵女士告诉
记者，近日，她在网上购买了两
张二维码挪车贴。贴上后，因信
息泄露，她接到不少骚扰电话。

邵女士说，以前临时停车
时，她会在车内放置手机号码
牌，但是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和短
信。有一次，她无意间看到网上
有商家销售二维码挪车贴。商家
称，只需把二维码贴在车窗上，
他人扫码后就能获得车主联系方
式，且不用担心信息泄漏，因为
双方手机上显示的是虚拟号码，
前提是需要注册。

邵女士告诉记者，她觉得二
维码挪车贴挺实用，就输入自己
的车牌号和手机号进行了注册。
没想到，挪车贴贴了几分钟后，
她竟接到7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
话。最终，她又联系卖家注销了
信息。邵女士希望通过自己的经
历给其他市民提个醒，以免泄露
个人信息。

随后，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
索了“二维码挪车”，看到有不少
商家售卖这种车贴或者车牌，价
格为几元至十几元不等。记者咨
询商家了解到，初次使用时，车

主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一个二维码
绑定自己的手机号即可使用，同
时还可以开通短信通知业务。车
主将带有二维码的车贴贴在车上
后，由系统提供虚拟号码，拨打
此号码就可以接通车主的电话，
还可以微信提醒。

记者采访了解到，二维码挪
车贴有好多种，扫描后有的显示
虚拟号码，有的显示真实号码。

家住金色龙湾的梁志强告诉
记者，不久前，有辆车长时间停
在他的车位上，车主没有留手机
号码，而是在挡风玻璃左下角贴
了一张二维码，上面标注“要挪
车，请扫码”。

“我用手机扫码后，弹出来的
号码显示的是骚扰电话。我吓了
一跳，以为是诈骗号码，赶紧
按了返回键。”梁志强说，“我经
常在手机上看到有人因扫二维码
被骗的新闻。我的微信绑定着银
行卡，如果那个二维码嵌入了病
毒，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此，在市区新天地销售电
子产品多年的陈新告诉记者：“二
维码挪车贴虽然规避了直接暴露
车主手机号码的风险，但商家在
后台收集车主个人信息也存在
风险。商家能不能信任？商家提
供的小程序是否存在技术漏洞？
这些都是未知数。”他提醒，市民
在购买此类商品时，一定要慎重
考虑。

扫码挪车安全吗

■本报记者 郝河庆
同一款药品，市区两家药店价格相

差14.8元。最近，市民韩先生遇到了这
样的烦心事儿，并向本报作了反映。随
后，记者向有关部门咨询，得到如下回

复：部分药品的价格为市场调节价，因
此，同一款药品在不同药店的价格不一
样属于正常现象。

7月7日，韩先生在市区交通路中段
一家药店购买了一盒连花清瘟颗粒，价格
为39.8元。当天下午，韩先生又到市区建
设路一家药店询问时，却发现同款药品每
盒的价格为25元，会员价格更低。“同款
药品的价格两家药店竟相差14.8元，太不
合理了！”

7月10日，针对韩先生的投诉，市市

场监管局价格科科长孔国安告诉记者：
“除了麻醉性和精神类的药品价格受管控
外，其他药品都已经市场化，经营者可根
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因此同款药品在不
同药店的价格不一样属于正常现象。”

“我们是在今年年初疫情防控期间采
购的这批药品，那时进价高，因此我们
出售的价格也高。”7月10日，记者同韩
先生反映的售价高的药店取得联系。一
位姓方的女士向记者说，针对韩先生反
映的问题，他们表示歉意，并同意给韩

先生退货退款。随后，该药店履行承
诺，给韩先生办理了退货退款。韩先生
对此表示满意。

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李大顺提醒广大
消费者：受经营成本、采购渠道等影响，
不同药店药品售价有差异，只要商家做到
明码标价，就不违反相关规定。市民购买
药品时，可以通过线下药店、网上正规网
店等货比三家，选择合适的药品购买。如
价格过于离谱，涉嫌扰乱市场秩序，市民
可向价格监管部门投诉。

同药不同价引质疑

7月11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在市城
市展示馆开展“走进展览馆 托起中国梦”暑假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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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伊始，我市的书店、智慧阅读空间等每天都会迎来很多青少年
读者。他们在这里阅读各自喜爱的课外书籍，丰富假期生活。图为7月
11日，郾城区沙北街道泰山社区智慧阅读空间内，不少中小学生正在
阅读书籍。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