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南路与滨河东路交叉口向南约 20 米
路西，排水管道堵塞，污水横流。

和谐五巷与长城三巷交叉口，杂物乱堆，
影响居民通行。

市场东路与泰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40米路
南，临街楼外立面瓷砖脱落，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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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滦河路与宏图路交叉口向西约1米路北，
盲道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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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记者
王嘉明） 2 月 16 日下午，
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源汇区人民政府主办，市
文化馆、源汇区文化旅游
局承办的“红红火火过大
年”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
术展演在开源大剧院门前
举行。

据了解，春节期间，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
开展民间艺术基层展演活
动，共举办 30 多场。经
过层层推荐，共有 17 支
代表队参加全市展演。展
演节目形式多样，主题鲜
明，既有传统的狮舞、龙
舞、旱船、秧歌、锣鼓、
铜器舞，又有武术表演等
融入现代元素的节目，集
中展示了新时代广大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表演现场，锣鼓“咚
咚”、人头攒动，舞龙、
旱船、秧歌等极具民间特
色的传统节目轮番上阵，
色彩斑斓的舞龙、热情洋
溢的秧歌，展现了浓浓的
乡土风情。

演出在气势磅礴的
《舞狮闹新春》 中拉开序
幕。灵动的舞狮跳跃腾
挪，威风凛凛，展示传统
舞狮艺术的独特魅力。随
后，问十乡代表队表演
的 《铜器舞》 瞬间点燃
了现场气氛。《舞泉镇北
街扶婴社》《南郭村北狮
舞》《鼓动风华空竹梦》
《青龙舞》 等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狮子”雄壮威
猛 ，“ 巨 龙 ” 翻 飞 盘
旋……精彩纷呈的展演
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让
人目不暇接。

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举行

舞阳县吴城镇南陈村代表队表演的《闹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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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县舞泉镇北街代表队表演的《舞泉镇北街扶婴社》。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通
讯员 党 鹏） 2月16日（正月
十九）是春运第34天。当天，漯
河车站迎来节后返程客流最高
峰，全天共计发送旅客3.34万人
次。其中，漯河站发送1.79万人
次，漯河西站发送1.55万人次，
创下今年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新
高。

漯河车站副站长赵万军介
绍，元宵节过后，我市春运以学
生流为主，中短途客流急剧增
长。漯河车站通过增加工作人
员、优化运力配置、提升服务质
量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

安、有序、温馨出行。“春节后务
工流、学生流、旅游流等多种客
流叠加，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
行。”赵万军说，铁路部门按照

“一日一图”的运输策略，精准研
判客流特点和热门方向，采取增
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
行、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及时加
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力度等措
施，满足旅客节后出行。

截至2月16日，漯河车站今
年春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59.7万
人次，同比增长1.3%，累计帮扶
重点旅客1568人次，为旅客找回
遗失物品395件。

漯河车站2月16日
发送旅客3.34万人次
创今年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2月
17 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我市上线“医保钱包”。职工
医保参保人可将本人医保个人账
户资金转账到参加职工医保或居
民医保的近亲属“钱包”中，近
亲属之间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
跨省共济、互转使用。

“医保钱包”功能的上线，将
从根本上解决参保人员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使用不够灵活的问题，
合理配置资源，有效减轻群众负
担。

据了解，“医保钱包”的推
出，使个人账户共济使用区域进
一步扩大，从省内扩大到跨省。
职工医保参保人通过开立个人

“医保钱包”，可实现近亲属之间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跨省共济互
转、各类医疗费用结算、居民医
保费代缴。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人员提
醒，参保人和被共济人须在“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开通“医
保钱包”功能，并通过该平台进
行转账。转账过程简便快捷，只
需点击“医保钱包”功能模块进
行激活，然后通过“医保钱包转
账申请”提供被共济人信息，选
择“亲情关系、转账金额和资金
来源”，点击“提交”，即完成转
账。转账资金实时到账，被共济
人可通过医保码或刷脸方式进行
支付，且不受就医地范围限制。

我市上线“医保钱包”
近亲属间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共济、互转使用

寒假期间，河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调研团队来漯开展河南
大学“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项目调研。

2月9日至15日，调研团队
通过座谈会、田野调查等方式，
实地走访舞阳县、源汇区、召陵
区等多个村，开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
专题调研。

调研团队深入源汇区问十乡
陶桥村等村了解相关情况，系统
梳理陶桥村等村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先进经验，将课堂所学“小
知识”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大蓝
图”。 徐润苗

河南大学学子
来漯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记者 姚晓晓
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

《哪吒2》）的持续爆火，以剧中人物的动
画形象定制的周边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
部分产品卖到脱销。

2月17日，在嫩江路一大型玩具店，
记者看到以《哪吒2》剧中人物为核心的手
办盲盒样品陈列区贴着“补货中”字条，
不时有消费者询问什么时候能到货。

据店员介绍，现在店里《哪吒2》周边
产品均已售罄，具体到货时间还不确定。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尝鲜心理、社交属
性、美观装饰、留作纪念等成为不少消费

者青睐《哪吒2》周边产品的主因。
不只线下，《哪吒2》周边产品线上售

卖也同样火热。记者搜索某电商平台发
现，热销榜排名前三的盲盒玩具，均为
《哪吒2》手办盲盒。其中，泡泡玛特哪吒
手办盲盒近7天销售量突破10万件，且商
家已经开启预售通道，最新订单排期至6
月份发货。

同样热卖的《哪吒2》周边产品还包括
徽章、卡牌、钥匙扣、绘本等。《哪吒2》
周边产品的热销不仅体现了电影本身的成
功和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展示了
周边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

《哪吒2》周边产品
线上线下热销

■本报记者 齐国霞
2月 16日上午9时，郾城区

沙北街道嵩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一楼活动室内，响起孩子们的琅
琅读书声。志愿者冯娜带领40多
名 5 岁～12 岁的孩子诵读 《论
语》，开启春节后的经典文化公益
诵读活动。

看着5岁半的儿子苗苗能大
方领读，刘女士高兴地说：“苗苗
参加经典诵读两年多了，不仅认
识了很多字，还养成了自觉学习
的好习惯。”

经典诵读让孩子们感受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家长纷
纷表示：“和孩子们一起读、一起
交流，非常有意义。”

诵读间歇，孩子们在家长和
志愿者的带领下，一起玩跳绳、

踢毽子等游戏。
记者了解到，经典文化公益

诵读活动由志愿者冯娜联合嵩山
社区举办。

冯娜说：“我们希望通过经典
诵读活动助力书香漯河建设，进
一步营造‘亲子爱阅读、家家有
书香’的良好氛围，有效提升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扎实推进
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经典润童心 书香沁社区

2月15日，由市音乐家协会、市古筝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春韶逸响 乐韵流芳”漯河
市古筝专场音乐会在天禧宴会艺术中心举办。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本报记者 朱 红
2月14日，菜农闫爱红向记者

求助，称她在郾城区李集镇渚阳寨
村种的十多亩菠菜销路不畅。

得知菠菜滞销信息后，摄影师
张雪莲第一时间联系市摄影家协
会，并到地里帮菜农挖菠菜、拍照
宣传，积极找销路，还和其他爱心
人士购买了200多斤菠菜。

市摄影家协会的白喜龙、于
法政、王秋坡、赵根旺、杨盛、
姬玉枝、姚广辉等赶到地里，多
方寻找销路。在他们的帮助下，
临颍县晨中学校、舞阳县春雨国

文学校派人前去购买。截至目
前，市摄影家协会共帮助销售
4000余斤菠菜。

源汇区自行车运动协会、聚星
车队也购买了200多斤菠菜。

爱心助农销售蔬菜

■本报记者 李宜书
通 讯 员 杨佳宁

2 月 16日中午，有群众报警
称，舞阳县太尉镇花赵村有一名老
人落井。民警、消防员、医务人员
及热心群众联手救援，成功将老人
救出。

当天中午，消防及公安部门接
到报警迅速赶赴现场，发现井口直
径不足40厘米，井深约16米，老
人蜷缩在井底，意识模糊。由于消
防员体格健壮难以下井，且井内缺
氧风险高，救援一度陷入僵局。

“让我试试吧！”身材瘦削的派
出所辅警栗昂说。当时，栗昂在家

休息，看到同事在微信群发的消息
后立即前往现场参与救援。

到达现场后，栗昂在消防员的
指导下，迅速将绳索固定在腰间倒
吊入井。第一次下井时，由于条件
限制，无法固定绳索，栗昂被迫返
回地面。短暂调整后，他第二次入
井，冒着缺氧风险为老人绑好救援
带。最终，众人合力将老人救出，
全程历时40分钟。栗昂因体力透
支几近虚脱。

目前，被救老人生命体征平
稳。

据了解，栗昂今年26岁，从
警6年。

老人不幸落井
众人合力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