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中路与崂山路交叉口向西约20米路北，
雾森系统漏水。

庐山路与黄河东路交叉口向南约 30 米路
东，人行道上窨井没盖。

宝塔山路与泾河路交叉口向南约90米路
西，绿地城施工围挡破损。

东山北路与黄河东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不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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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3月
27日，本报05版新闻报道《5元
理发 暖了街坊心》引起广大读者
的关注和点赞。3月30日，市民
张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称市区
3515家属院的陈爱萍从业45年，
经营的理发店已经20年5元理发
不涨价，用温情守护社区居民的

“头等大事”。
3月30日，记者走进市区人

民路东段的3515家属院。一家小
小的理发店里，陈爱萍正在给客
人理发。长椅上，几名顾客在等
候，谈笑风生。

大约10平方米的小店，给人
温馨、舒服的感觉。

“这里价格亲民。爱萍手艺
好、服务好。我住在沙北的黄山
路小区，在邻居的推荐下慕名而
来。”正在等待的顾客、76岁的邢
阿姨笑着对记者说。

陈爱萍今年 64 岁，以前是
3515 工厂后勤部门的专业理发
师。1980年，陈爱萍高中毕业后
到3515工厂上班，干理发工作直
至退休。

“干了几十年，舍不得理发这
门手艺。退休后，我在3515家属

院开了这个小店。”陈爱萍清晰地
记得，40多年来，她理发的价格
从1元涨到1.5元再涨到2005年
的5元，此后20年再没有涨过。

“来我这里理发的大多是同
事、街坊，且老人、小孩多。我
尽量给些照顾，所以价格比较亲
民。”陈爱萍告诉记者，如果年迈
多病、腿脚不便的顾客有需求，
一打电话，她就上门服务，收费
还是5元。

正在理发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即便是过年前的理发高峰
期，陈大姐仍坚持5元不涨价。”

因为收费低、理发师手艺
好，陈爱萍的理发店不仅3515家
属院老少皆知，还得到附近小区
居民的喜爱。

“服务大家，快乐自己。” 陈
爱萍表示，5元理发，她会坚持下
去。

■本报记者 杨 光
清明节将至。记者了解到，

近几天，我市卧龙公墓、金山公
墓等4个墓园每天的总人流量在
6000人次以上。随着移风易俗
理念深入人心，一束束鲜花取代
纸钱等传统祭品，被用来表达市
民对亲人的思念。

3月28日上午，在卧龙生态
殡葬服务园，记者看到，祭扫的
市民络绎不绝，其中多数市民手
中捧着鲜花，文明祭扫氛围浓

厚。在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大门
口，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免费的
鲜花、祈福卡片等，引导大家文
明祭扫。

在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市
民李先生拿起毛巾，先将母亲的
墓碑仔细擦干净，然后放上一束
菊花，并在墓碑前的冬青树上系
上一张祈福卡片。

李先生说，母亲生前特别喜
欢养花。他想通过鲜花表达对母
亲的思念。

“不烧纸钱，照样也能表达
哀思。这几年，我们都是用鲜
花祭奠。”市民张先生说，用鲜
花表达哀思更环保、更文明。
他希望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
逝去的亲人也能感受到春天的
气息。

记者了解到，从3月30日开
始，我市各墓园迎来祭扫高峰，
预计持续到清明节。

为了应对祭扫高峰，我市多
措并举，提前发布了《文明祭祀

倡议书》，希望市民合理安排时
间和路线，错峰祭扫，避免造成
交通拥堵；祭扫时，不燃放烟花
爆竹，不焚烧纸钱冥币，减少碳
排放和环境污染。

记者了解到，卧龙生态殡葬
服务园、卧龙公墓、龙凤公墓、
金山公墓等均为市民提供祭扫工
具，引导市民规范停车、有序祭
扫，倡树文明、绿色、安全祭扫
新风。

目前，我市各公墓祭扫工作

平稳有序。
多名市民表示，今年大家祭

扫更文明了，放鞭炮、烧纸钱的
少多了。清明节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绿色节日。

用鲜花代替纸钱表达哀思

■姚 肖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慎终

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近日，我市发布《文明祭祀倡议
书》，倡导文明祭扫、绿色祭
扫、安全祭扫、厚养薄葬等，希

望清明祭扫安全、文明、有序。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逝

者已矣，生者如斯。”用一束鲜
花寄托哀思，写一篇回忆文章表
达思念……缅怀亲人，方式多
样，心诚为要。树立文明、绿

色、安全祭扫新风，提倡鲜花祭
祀、植树缅怀等，通过撰写追忆
文章、制作思念卡等方式将追思
缅怀融入现代生活，可以让清明
节更“清”更“明”。在祭扫活
动中，应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不

燃放烟花爆竹，不焚烧纸钱冥
币，让清明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绿色节日。

清明祭扫，安全为要。要强
化祭祀用火管控，坚决杜绝野外
违法违规用火行为。同时，完善

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一
旦发生险情能及时救援、疏散。

3月26日，市三院（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专家团队到龙城镇白庄村，开展眼部检查
和眼健康知识宣传。 荆 明 摄

3月29日，源汇区马路街街道交通路社居委邀请全国三八红旗手、源汇区畜牧水产
技术中心正高级水产师胡军娜为孩子们讲解鱼类知识。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3月30日，郾城区孟庙镇五里庙社居委联合共青团漯河市委、共青
团郾城区委、漯河立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艾香盈囊：清明香囊
手作会”活动。 见习记者 张 赢 摄

3月29日下午，市图书馆举办“豫出彩·一起来读书”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图为志愿者给孩子们讲科学家的故事。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赵学鑫在温室大棚里忙碌。

■文/图 本报记者 范子恒
3月30日，记者走进郾城

区孟庙镇英张村萌兜多肉种植
基地的温室大棚，看到上千盆
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有的如
红宝石一般，有的像毛茸茸的
动物尾巴，有的层层叠叠宛如
盛开的莲花。

“这是‘虹之玉’，光照越
足颜色越红；那是‘九尾狐’，
摸起来像小动物的尾巴。这些
是我应顾客要求培育的绣球，
特别受欢迎。”萌兜多肉种植基
地负责人赵学鑫如数家珍地向
记者介绍大棚里的植物，眼神
里满是对这些植物的喜爱。

爱好终成事业

34岁的赵学鑫与多肉植物
的缘分始于13年前。当时，正
上大学的他喜欢上了多肉植
物。每当看到自家阳光房里越
来越多的多肉植物时，他都忍
不住思考：能不能把爱好变成
事业？2022年，在外地上班的
他毅然辞职回乡，租了几亩土
地建起多肉大棚，萌兜多肉种
植基地就此诞生。

“多肉是‘懒人植物’，但
想养得好需要技术。”赵学鑫
指着一盆暗红色的“法师”
说，“夏季要控水，春秋要多
晒，配土比例也得讲究。”十
多年间，通过交流学习，他从
花卉爱好者进阶为专家。温室

大棚里的花卉从最初的几十种
增加到上千种，价格从几元到
数百元，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玩转业态融合

大棚入口处，几株挂果的
柠檬和盛开的月季格外醒目。
赵学鑫养的不只有多肉植物。
在顾客的要求下，他培育了一
大批鲜花，有海棠、绣球、山
茶花等数十个品种。

“我想打造一个集种植、
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复合空
间。”他计划增设茶座区，为
游客提供在绿意中品茶、聊天
的场地，同时销售本地农产
品，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不同于传统种植户，赵学
鑫创业坚持创新思维。他通过
短视频平台展示多肉植物变色
过程、科普养护知识，得到上
万名粉丝的关注。他开放大棚
供人参观，推出亲子DIY盆栽
体验活动，周末接待游客。

“很多顾客本来只想买一盆，
结果逛着逛着就买了一堆。”
他笑着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花卉爱好
者，他特意创建了一个微信
群，使之成为花友交流互动与
寻求帮助的温馨平台。在这个
微信群里，他及时、耐心地解
答每名顾客在养花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难题，让养花新手也能
轻松上手，享受养花的乐趣。

小多肉承载大梦想

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
搭建大棚、控温控湿、拓宽销
路……每个环节都需要他亲力
亲为。最艰难时，赵学鑫连续
三个月凌晨四点起床打理植

株。但是，看到顾客收到植物
时的笑容，他觉得一切都值
得。如今，萌兜多肉种植基地
的年收入逐年增加。

“我的梦想很简单——让
家人过上田园牧歌般的生
活。”望着正在浇水的妻子和
嬉戏的孩子，赵学鑫眼神温

柔。他相信，在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
像他一样，在乡村找到属于自
己的舞台。

夕阳西下，大棚里的多肉
植物泛着光，仿佛在诉说一个
关于热爱、勇气与坚持的故
事。

赵学鑫：与花相伴 田园追梦

3515家属院一理发店

理发5元 20年没涨价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时下正是苗木销售旺季。一

些不法商贩玩起了鱼目混珠的把
戏。

3月30日，市民刘先生在市
区太行山路一临时摊点购买的

“车厘子树苗”，被他的孙女拍照
上网查询后发现，实际上是冬青
树苗。刘先生得知真相后，立刻
前往购买地点寻找卖花木的商
贩，但商贩已经离开了售卖点。

刘先生说：“我看到他摆的树
上结满了车厘子，和我买的树一
样。谁能想到是假的呢？”

实际上，这些商贩售卖的并
非车厘子树苗，而是用黄杨、冬
青等绿化苗木鱼目混珠。这些树
苗与车厘子树苗很像，不熟悉植
物的人难以分辨。专家指出，这
些商贩很可能是通过黏附的手
段，将车厘子固定在这些树苗上
误导消费者。专家提醒市民，购
买苗木和种子时，一定要通过正
规渠道，选择信誉好的商家。同
时，保持警惕，不要轻信商贩的
口头承诺和夸大宣传。购买前，
市民最好了解一些植物知识，以
便能够辨别真伪。

不法商贩移花接木
用冬青冒充车厘子

倡树文明绿色安全祭扫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