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河路与太白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 10 米
路南，绿化坪侧石破损。

泰山南路与金江路交叉口向北约30米路
西，树池边框瓷砖脱落。

延河路与香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180 米路
北，垃圾桶旁修剪掉的树枝未及时清理。

如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进行
报料。

井冈山北路与龙江西路交叉口向南约 10
米路西，人行道上交通信号设施箱箱门未关。

■本报记者 王嘉明
近日，一款以老式搪瓷

盆、搪瓷杯为容器的草莓蛋糕
备受追捧，成为不少追求复古
情怀的烘焙爱好者的新选择。

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发现，
多家蛋糕房在售的搪瓷盆蛋糕
以4英寸、6英寸为主，售价为
50元到120元不等，且大多需
要提前预订。此外，有些商家
还推出搪瓷杯蛋糕，以满足消
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用搪瓷容器装的蛋糕11月
开始售卖以来，销量一直不错。
搪瓷杯款一天能卖6至10杯，搪

瓷盆款需要现场制作，每天能卖
5 盆左右。”2024 年 12 月 17
日，记者走进五一路一家蛋糕
店。店主告诉记者，购买这款蛋
糕的顾客以年轻人为主。

在社交媒体上，“冬天第一
盆草莓蛋糕”的话题热度不
减，许多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
搪瓷盆蛋糕照片。对于这款蛋
糕的火爆，一部分消费者表示
是因为搪瓷盆能带来复古情
怀。有网友感慨：“小时候妈妈
用搪瓷盆装熬好的猪油，现在
我给家里人买搪瓷盆草莓蛋
糕。这是不是一种时代的奇妙

传承？”
记者还走进光明路市场的

多家厨具店走访。这些店主表
示，近期搪瓷盆的销量明显增
加，尤其是适合制作蛋糕的16
厘米搪瓷盆更受欢迎。

以老式搪瓷杯为容器的草莓蛋糕。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搪瓷容器装蛋糕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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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河庆
“ 打 酱 油 灌 醋 嘞 ……”

2024年12月28日上午，在市
区人民路东段，散装酱油、醋
的叫卖声再现，吸引市民购买
的同时，也引发议论。

卖酱油、醋的是周口籍
的李大妈。记者见到她时，
她正在给市民王大爷打酱
油。李大妈称，她今年 63
岁，祖上三辈靠酿造酱油、
醋为生。她从小就跟家人学
习酿造技术，酿造的酱油、
醋在家乡很受欢迎。如今，
李大妈跟随儿子来漯河生
活。闲暇之余，她重操旧
业，用传统工艺酿造酱油、
醋，然后在街头销售。

“俺酿造的酱油、醋，不
放任何添加剂，就是费时

间。”李大姐说，“酱油至少要
酿造7个月才能制成，每斤售
价10元。”记者在李大妈的三
轮车上看到，醋缸上贴有 2
年、3年的标签，每斤售价分
别为10元、13元。

“过去条件差，酱油、醋
都是沿街叫卖。现在条件好
了，沿街叫卖成了稀罕事
儿。”市民王大爷购买了一斤3
年的陈醋，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

记者注意到，很多经过
李大妈摊位的年轻人只是观
望，并未购买。记者采访得
知，这些年轻人认为虽然散
装酱油、醋看上去与超市售
卖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
对酿造场所的卫生条件以及
食品安全是否达标存有疑

惑。不过，现场也有不同的
声音。

“现在商店、超市销售的
酱油、醋里的食品添加剂太
多，还是过去传统工艺酿造的
好！”市民张女士在购买酱油
时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消
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该工作
人员提醒说，酿制酱油、醋
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购买散
装调味品有风险，消费者要
谨慎。

街头又现“打酱油灌醋”
市消费者协会：散装调味品有风险，市民购买需谨慎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近日，在市区乘坐公交车的

市民发现，一些路段的公交站点
安装了新型简便的候车座椅，让
许多等公交车时想歇脚的市民感
觉到了方便。

2024年12月29日上午，记
者在辽河路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西
侧的一处公交站点看到，施工人员
正在安装座椅。施工人员陈师傅
说：“我们两天前已经用混凝土固
定了座椅，今天是安装座椅板。”

记者看到，此处站点安装了
两个候车座椅。

目前，市区只有部分公交站

点安装了候车座椅。“现在有了座
椅，大家都不用站着等车了。”
60多岁的市民解女士高兴地说。

为了方便市民候车，近期，
市交通局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与漯
河市文旅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选择市区人流量大的路段上的30
个公交站点，安装了60个公交候
车座椅。

市交通局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关注市
民需求，增加候车座椅安装数量，
逐步完善公交候车亭的相关服务设
施，为广大市民营造温馨、舒适、
便捷和人性化的公交出行环境。

部分公交站点安装座椅
方便出行群众

【建言回复】
网友留言：漯河实验小学（西城校

区）门口西侧经常有好几辆电动三轮车
带着煤气罐卖东西。三轮车就停在学生
放学集体路过的便道上。

西城区管委会回复：西城区不允许
游商小贩占道经营，已组织人员对游商
进行劝离。

网友留言：早上6:30以前和晚上
9:00以后，公交车经过各小区的转弯提
示音严重干扰市民休息，建议关掉或改
进。

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该网友的建议

已收悉，并反映至营运部门。因学生定
制公交时间为早间和夜晚，转弯提示音
给市民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转弯
提示音是为了保障公交车安全运营和行
人安全。营运部门会加强对学生定制公
交的监管，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安全驾驶
的同时减少对市民的打扰。

网友留言：湘江路碧桂园珑玥府小
区门口道路破旧不堪，路两旁也没有路
灯。新生路和凤凰路什么时候开始修
路？

源汇区政府回复：经调查，新生路
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未征收，不具备修路
条件。我们将积极汇报至上级部门，早
日将修路计划提上日程。同时，凤凰路

打通工程已经开始施工，围挡已经设立
完成，通车后周边居民可以正常出行。

网友留言：对于未入住半年以上闲
置毛坯房屋的物业费如何收？《漯河市
物业管理条例》有没有明确指出空置房
屋的物业费、照明费等须全部缴纳？有
没有减免政策？

召陵区政府回复：根据《河南省物

业管理条例》规定，房屋交付前物业费
由开发企业支付，交付后物业费由业主
支付。虽然业主收房后未装修入住，但
物业公司已为小区业主提供相关服务，
因此业主应缴纳物业费。目前漯河市暂
未出台空置房物业费减免政策。

本报记者 许璐瑶 整理

漯河发布APP

《市民建言》 是由漯河日报社和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市互联网应急指挥中心联
合开设的网络民情栏目，旨在及时反映社情
民意，在党和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
梁，为市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供决
策参考。

大家有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可通过以
下途径留言：一是扫描二维码下载漯河发布
APP，打开 《市民建言》 栏目即可留言；二
是在漯河发布微信公众号下方 《市民建言》
栏目留言；三是私信漯河发布微信公众号留
言。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 赢）
1 月 1 日上午，市文化馆举办
2024年“沙澧星光”市民艺术
夜校成果展。五彩泥塑、精美面
塑、雅致插花……成果展上的学
员作品琳琅满目，为市民们献上
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俏皮可爱的米老鼠、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形态各异的面塑
作品尤为吸睛，个个栩栩如生。
插花作品也别具一格，作品《韶
光》繁花似锦、《花趣·新年》
喜庆热闹、《冬日颂歌》静谧坚

韧，为新年增添了别样色彩。
上午9点，文化遗产传承人

丁大军作为授课老师，为学员们
上了一节泥塑手工课。从选泥、
塑形、雕琢到上色，丁大军耐心
细致地讲解示范，让学员们近距
离感受了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独特魅力。

有的现场参与者独自沉思揣
摩，精心雕琢着心中作品的形
象，有的相互交流探讨，分享创
意。大家热情高涨，纷纷挽起袖
子，全身心投入到泥塑创作中。

市民舒女士告诉记者：“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夜校的体验
课，真的是收获满满。作为一
名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我深
知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这
节的泥塑体验课让我有机会深
入了解本土的非遗文化。我已
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后续的
课程，并将学到的宝贵非遗技
艺传授给更多学生。”

同样是首次参与体验的李女
士也对体验课赞不绝口：“以前
总觉得生活节奏太快，很难有机

会静下心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情。这节夜校体验课让我感受到
了久违的平静。专注于泥塑创作
的过程中，我仿佛忘记了周围的
一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通
过与其他学员的交流和学习，我
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技巧。”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自
2024年“沙澧星光”市民艺术
夜校开办以来，已成功举办4期
培训课，累计培训学员1万余人
次，让众多上班族在工作之余有
机会接触和学习传统艺术，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个人艺术修
养。

2024年“沙澧星光”市民艺术夜校成果展举办
■本报记者 于文博
通 讯 员 柳世阳 陈兴运

2024年 12月 25日，当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将王爱红 （化名）
送到家时，王爱红的家人感动得
直流眼泪，连声道谢。记者注意
到，王爱红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激
动的泪花。

王爱红是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
人，今年51岁，患有精神疾病，
2019年离家流浪。2023年3月，
王爱红在我市流浪时被救助。

“我们是在交通北路与海河
路交叉口附近发现她的。当时
她精神恍惚、面黄肌瘦，无法
与人交流，还攻击他人。”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何广林告诉记者，
他们决定对王爱红进行救助，先
将她送往医院诊治。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王爱红的病情得到控
制。同时，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联系了公安部门，利用指纹、
DNA等数据甄别查询，并通过
媒体和寻亲平台反复推送寻亲
公告，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信

息。王爱红也没有透露有用的
信息。2023 年 9 月，根据有关
政策，市救助站将王爱红安置
在市社会福利中心。

王爱红入住市社会福利中心
后，病情不断好转，话也逐渐多
了起来。在聊天中，王爱红表达
了回家的想法，并陆续透露了自
己的信息。

2024年 12月 16日，市救助
站的杨书宇、应鹏等工作人员拿
着王爱红的照片，到山东省菏泽
市郓城县，经他人帮忙与王爱红
的家人取得联系。

确定了王爱红的身份后，市
救助站工作人员立刻赶回漯河，
准备送她回家。这才出现了开头
的一幕。

“5 年了，我们一直都在找
她。多亏了你们，她才能回来，
我们一家人才能团圆。谢谢你
们，谢谢你们！”王爱红的姐姐眼
含热泪向市救助站工作人员表达
谢意，并与家人一起赠送了一面
锦旗。

市救助站帮助
流浪5年外地女子回家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2024
年12月30日，记者从市城管局
了解到，为更好缓解停车难问
题，我市智慧停车系统平台“漯
畅停”已于近期上线运行。目
前 ， 市 区 共 有 19 个 停 车 场、
5300个停车位上线该系统平台。

“漯畅停”是全场景、全覆
盖、全兼容的平台，通过“动静
结合+AI赋能”打造漯河智慧停
车超级大脑，为广大车主提供精

准车场导航、余位查询、收费标
准查询、先离场再付费等便捷服
务，提升城市停车资源利用率。

据介绍，机动车车主在出行
之前，可先打开手机微信“漯畅
停”小程序“查找车场”，能很直
观地看到各停车场车位的相关信
息及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如果车
主绑定车牌，还可开通无感支
付，享受更快速、更便捷的通行
体验。

智慧停车系统“漯畅停”运行
市区上线19个停车场、5300个停车位

2024年12月28日，“河南好人”周卫兵与志愿者在召陵区东方红
社区“慈善暖心墙”前增添衣物，供有需要的群众取用。

2024年11月30日，在周卫兵的推动下，他所在的漯河慈善椿萱互
助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衣物捐赠活动，并在东方红社区设立“慈善暖
心墙”。 本报记者 张俊霞 摄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元旦
当天，市科技馆通过互动体
验、知识讲解等形式，举办了
科普活动，营造喜迎新年的浓
厚氛围。

在科技馆一楼序厅，机器狗表
演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走进科技
馆三楼科创实践厅，正在进行的科
普实验大秀场热闹非凡。马德堡半

球实验为观众们再现了1654年时
的德国马德堡市的一场大型科学实
验。

“新年开启新希望。新年
里，我们将持续开展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的系列科普活动，激发
青少年的科学精神、释放其创新
潜能。”市科技馆负责人充满信
心地说。

市科技馆举办科普活动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