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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 瑞） 3
月5日下午5点，正值放学高峰
期，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停车秩序
管理大队队员武文斌和杨猛在市
实验小学附近执勤时，注意到一
名女士焦急地围着车辆转来转
去。

武文斌和杨猛上前询问后得
知，这名女士的车胎没气了。她
一时找不到修车的地方，又急于
接孩子，感到束手无策。武文斌
主动提出帮忙：“没事！我会

换，我来帮你。”随后，两人到
车旁察看轮胎情况。他们从后备
厢中取出车辆备胎和千斤顶等，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该车更换
备胎。经过两人二十多分钟的努
力，车胎更换完成。

武文斌和杨猛表示，备胎
不能长期作为正常轮胎使用，
建议车主尽快到维修店修补轮
胎。车主向两人表示感谢。周
围的学生和家长纷纷为城管队
员点赞。

城管队员热心助人

人民路与交通路交叉口向西约80米，人行道
上积存渣土。

支四路与黄山路交叉口向东约150米路南，临
街楼雨搭脱落。

珠江路与桐柏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30 米路南，
人行道上排水管道堵塞，污水横流。

大学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向北150米，路中间
护栏倒地。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下午放学时间，这里的几名保安都

会主动引导人们有序停车，十分热心。”
“我打扫卫生渴了就来这儿倒水。门岗的
人都可热情。”……3月7日下午，记者在
国家税务总局漯河市税务局大门前采访
时，不少人对这里的保安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走进保安亭，看见不大的空间
布置得井井有条。保安亭前的桌子上摆
放了急救药品、热水壶等。这些看似不
起眼的物件在关键时刻却能为市民解决
大问题。

“我们一直严格落实‘两开放’。节
假日红枫广场有活动时，这里能停近百
辆车。我们从傍晚6点多忙到夜里近10
点。”保安王新方告诉记者。

2024年，一封寄给市委、市政府的
感谢信表达了外地友人对市税务局保安
的感激之情。“那天特别热，一名外地口
音的女士跑来问能不能借用卫生间。我
赶紧给她指卫生间的方向。当时，我没
当回事，没想到人家一直记在心里并写

了感谢信。”王新方说。
“同志，您停这边不会影响交通。”3

月7日下午4点，市税务局门前热闹起
来，保安轩耀州扯着嗓子引导接孩子的
家长有序停车。

“俺这儿地理位置特殊，离市实验小
学与红枫广场很近。学生上下学时段，
因人多车多，很多市民把车停到市税务
局院内或门前。”轩耀州说，为了缓解交
通压力，值班的保安都会引导驾驶人有
序停车。

“我们这儿专门配备了电话，方便孩
子联系家长。”轩耀州说，有天晚上，外
面下着小雨，一个小女孩哭着走进保安
亭说找不到家了。他赶紧给她倒了杯热
水，并打电话联系她的家人。最后，孩
子安全回家。

“干我们这一行的，必须衣帽整齐、
对人热情。不管是市税务局职工还是过
路群众，我们能帮的都得帮。毕竟咱这
儿是全国文明单位，也是漯河的窗口，
代表着漯河的文明形象。”王新方说。

市税务局门岗：小岗位 大舞台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我们沿着河堤骑行，一路上微风

拂面、风景如画。大家途经空冢郭镇王
会朝村北的高效农业示范园时采摘了圣
女果，在问十乡陶桥村骑行驿站动手做
了地锅饭。这算是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
的‘三八’节。现在，我的心情非常愉
悦。”3月8日，我市骑行爱好者周女士
兴奋地说。

周女士骑行的路线是源汇区文化旅游
局推出的主题骑游线路之一。眼下春暖花
开，正是踏青骑游好时节。源汇区文化旅
游局推出“周末到源汇”春季主题骑游活
动，以“三条特色线路+多元文旅体验”
的组合模式，为市民呈现别具韵味的乡村
旅游新画卷。

据了解，这三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

首条“人文溯源线”串起漯湾古镇、河上
街、受降亭等九大文化地标，骑行者可
深度探访大陈村明清古墓群、前袁遗址
等，感受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第二条

“自然生态线”自漯湾古镇延伸至中原水
产基地，涵盖唐江河沿岸湿地自然景
观，让游客尽享田园牧歌之乐；第三条

“田园采摘线”着力为骑行者带来“骑
游+采摘”特色体验，自漯湾古镇起，串
起马店村鲜果基地、曹店村有机蔬菜园
等，实现运动休闲与农事体验的完美融
合。

源汇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源汇区各乡村旅游点已完成景观布
置工作，千亩油菜花即将进入盛花期，

“采摘在蔡庄”“研学在陶桥”等特色活动
相继开展。

春暖花开时 踏青骑游去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3月4日，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商超和农贸市场发现，大量青
团上市，售价每公斤30元到41
元不等。

当天，记者在辽河路一超市
看到，该超市新增了青团柜台。
柜台上，各种口味的青团整齐陈
列，除了传统的豆沙和蛋黄肉松
口味，还有爆浆芒果、紫米、山
楂、巧克力等新口味。工作人员
忙着将不同口味的青团拼盘。

“今年的青团口味格外丰
富，价格也不高，由江苏省镇江
市的厂家生产，经过严格的质量
检测，市民可以放心购买。”该
超市工作人员吴女士说，2月下
旬青团上市以来，受到不少市民
追捧，每天销量为 20 公斤左
右。作为时令美食，青团一般到
清明节后下市。

在长江路一超市内，记者发
现，为了迎合市民日趋健康的饮
食习惯，该超市还推出了低糖
青团。“青团糖分高，不敢多
吃。今天看到这里有低糖青
团，我就多买了几个，让家里

人都尝尝春天的味道。”市民
张春霞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青
团的制作工艺极为考究，从采
摘新鲜艾草、清洗、榨汁到与
糯米粉混合揉制再到包馅儿、
蒸制……每一个环节都饱含制
作者的热情。随着青团口味日
益丰富和价格越来越亲民，这
一传统美食逐渐打破地域限
制，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超
市货架上。它不仅是人们春日
餐桌上的美食，还是春天的使
者。

需要提醒的是，大部分青团
都属于高脂高糖食品，肠道虚弱
者、有糖尿病等疾病的人群须谨
慎食用。

青团上市 口味更加丰富

骑行爱好者在沙澧河风景区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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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下午，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到会展中心广场放风筝。随着
天气转暖，户外活动成为不少市民度过周末的好选择。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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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开设思辨阅读课，以“故事+游戏+
思维”的形式引导孩子读书、思考。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3月8日上午，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八一路社区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和漯河技师学院举办“技能强国 复兴有我——非遗面塑进社区”活
动，邀请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闯教辖区孩子们制作面塑。

见习记者 张 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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