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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LUOHE04 漯河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 习 生 刘 一

据统计，我市有残疾人 19.97万
人，但仅有52358名残疾人办理了残
疾人证。近年来，随着我国残疾人事
业不断发展，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
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残疾人享受
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残疾人证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残疾人证，作为认定
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合法证
件，为何发放数量与残疾人人数有如
此大的落差？

不知道残疾人证有啥用

在市区交通路北段居住的 85岁
老人赵桂芝，常年卧床不起，生活不
能自理。几十年来，她一直没有办理
残疾人证。她的家人告诉记者：“不
知道办理残疾人证有啥用，她以前想
着年纪大了不能经常出门，就一直没
有去办。”

在采访中，记者见到了 11岁的
先 天 性 上 肢 无 力 患 者 佳 佳 （化
名），他手指不灵活。他的爸爸告
诉记者，怕办了残疾人证以后大家
都知道他儿子残疾，害怕儿子遭到
歧视和排挤。

郾 城 区 残 联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不办证的残疾人中，老年残疾
人占大多数。他们常年在家或卧病
在床，行动困难，普遍认为办残疾
人没有必要。有一些残疾人，自尊

心很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当做残
疾人，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他
们不愿意去办证。还有一些精神残
疾的人，特别是在农村，他的家人
不愿意去办证，害怕给精神残疾患
者永远被扣上个精神病的帽子，遭
到周围人的耻笑。

上门为残疾人办证

“我们工作人员经常和医务人员
一起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办
证。”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郾城区龙城镇周庄村，68岁的
杨大荣卧床不起。“来，手伸伸看，
尽量试一试能不能把手张开。”郾城
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来到老
人家中，根据老人身体的情况，填写
了相关表格，为老人办证。

很多长年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的
重度残疾人，去进行残疾鉴定很不方
便。“我们通过上门办证的方式，最
大限度地降低残疾人的负担，方便他
们享受残疾人优惠政策。”郾城区残
联工作人员说。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残疾人都适
合上门办证。如视力残疾，包括盲和
低视力两类。这些需要专业精准的仪
器来测量，就不适合我们上门去服务
了，必须得他们本人到专业医院进行
测量。

“除了视力残疾，还有听力语言
残疾、智力残疾等都需要本人到医疗
鉴定机构出具伤残等级鉴定结果后，

再办理残疾人证。”工作人员说。

残疾人享有生活、护理补贴

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决定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全面实施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制度。这是全国层面首次建立残疾人
专项福利补贴制度，将惠及 1000万
困难残疾人和 1000 万重度残疾人，
成为保基本、兜底线的重要民生保障
制度。

市残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
我市均使用的是第二代残疾人证，困
难残疾人可享受生活补贴，重度残疾
人可以享受护理补贴的政策；残疾人
创业还能享受减免税收的待遇；残疾
人到景点参观能享受优惠待遇；在乘
坐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也能享受免费或
半价待遇等。“国家优惠政策的出台，
会对残疾人办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该工作人员说。

□见习记者 姚 肖

夏夜来临，火一样的漯河
城被唤醒啦！

想变着花样，让每一个夏
夜都过得酣畅淋漓的漯河小伙
伴们有福啦！

想在美景中品尝美食，在
繁星下欣赏表演，在游戏中互
动的小伙伴们一起尖叫吧！

带上贪吃的熊孩子，年迈
的父母，一起参加亲子互动，共
享天伦之乐吧！

6 月 1 日起，开源景区以
“点赞夏天、邂逅浪漫”为主题
的夜间游活动将盛大启动。

夏夜苦短 尽情狂欢

作为国家4A级景区、省特
色商业区、省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的开源景区，为更好地服务
广大市民，特意准备了贯穿整
个夏季的主题夜间游活动和夜
市，定让您“嗨”足一夏！

头顶夏夜繁星，流连璀璨
灯火，徜徉飘香美食，连空气中
都是撩人的美味，这样的开源
景区，这样的夜生活，你准备好
了吗？

精彩活动 连线你我

欢乐“六一”，扇子个性
DIY---在清爽的初夏之夜，邀
上三两知己，来河上街上绘把
写意小扇，墨香晕染树梢，感受
诗情画意，赢取精美好礼。

特色小吃大PK---小吃界
的武林争霸赛，欢迎您来做评
委，只要来布衣巷就有机会品
尝免费送出的特色小吃。

吃货大比拼---布衣巷请
您来吃霸王餐，腾空您的胃，来
河上街一次吃到饱，全程免费，
心情最好。

欢乐儿童嘉年华——小手
拉大手，一个属于孩子们的夏

日天堂，和家人亲密互动。陪
伴，是这个夏日最甜蜜的告白。

假面舞会邀请赛——究竟
谁是真正的舞者，带上你的面
具，来神州鸟园来一个爱的邂
逅。心已动，爱不远。

萤火虫节——观萤火虫飞
舞，听萤火虫科普讲解，制作手
工萤火虫环保灯，放生萤火虫
许愿。逼真的野外生存环境，
让消失的萤火虫重新出现在我
们周围，神秘仲夏夜，带上孩子
来一个神秘的寻萤之旅吧。

互动表演“嗨”翻一夏

浪漫一夏，开源景区为您
开启。游客可置身于大型实景
节目《唐皇撞钟祈福》、《太后驾
临河上街》，在节目中扮演喜欢
的角色，过把皇帝、太后瘾，穿
越千年，梦回大唐。

在神州鸟园，明星汇聚，各
类轻灵的鸟儿瞬间变身“萌
宠”，亮出自己的“才艺绝活”。

《鹤之鸣》《碧波孔雀》等属于可
爱小动物们的表演轮番表演，
让你目不暇接；更有吹糖人、捏
面人等传统民艺在这里精彩呈
现。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熊
出没》、《喜羊羊》等动画情景剧
带孩子们进入动画世界。

届时，河上街免费演艺活
动精彩上演，宫廷乐舞、颍川祈
福、抗战短剧轮番上演，您可以
一边品小吃一边欣赏演出。大
唐侍卫巡街、更夫报时、快闪舞
蹈，只要喜欢，就可参与其中，
与更夫同行、与帅哥侍卫谈谈
人生，河上街让您一站梦回千
年。

在开源景区，不仅有吃、
住、游、购、娱一站式服务，
规模庞大的主题博物馆群落，
还有凤凰客栈、扑克文化酒店
等文化主题酒店，吃喝玩累
了，在此停留，尽享一个完整
的夏日浪漫夜间之旅吧！

我市有残疾人近20万，仅有5万多办理残疾人证

残疾人办证为啥不积极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见习记者 陈金旭

一根一米多长的听音杆，一把铁
镐和一辆三轮车，是市清源供水公司
检漏队张亚明的随身行头。工作 16
年的他，常年在小区、街道和供水管
道打交道——检漏，被形象地称为

“管道医生”。近日，记者跟随张亚明
和他的同事，亲身体验了“检漏工”
的一天工作。

漏水声音分“哧哈呼”三类

市清源供水公司检漏队 1998年
成立。2000年，张亚明开始在检漏
队上班。“我们队现在有 7个人，分
管沙北、沙南两个区域。”5月 19日
上午，记者在海河小区见到了正在忙
碌的张亚明。他告诉记者，根据地下
土质和管道材质的不同，仅漏水的声
音就有十多种。按照他多年的经验，
根据漏水的轻重程度，大致分为“哧
哈呼”三种类型：“哧”是轻微漏水

时的水管发出的声音；“哈”是漏水
点较大时水流发出的声音；“呼”是
大股水流发出的声音。

“有的像开水沸腾的声音，有的
像轮胎漏气的声音，而有的漏水信号
隐藏于管道流水声之中，不易被常人
所察觉。如果遇到有铺砖的地面，声
音由于反射会产生更加复杂的变化，
没有 10年以上的听漏经验，很难进
行准确定位。”张亚明告诉记者。

晚上11点到凌晨4点检漏

“听漏靠的是经验，练就一对
‘顺风耳’，至少需要三四年的时
间。”张亚明说。

“用听音杆在管道上点几下，就
能判断水管是否正常。”在忙碌的同
时张亚明对记者说，他们用的两种常
见检漏工具：听音杆、听漏仪。“一
般先用听音杆听一下水管的大致状
况，要想再精确一点的话就得用听漏
仪了。”张亚明告诉记者，“我手上的
这个听音杆主要用来定位。因为白天

城市噪音的干扰，管道检漏大多安排
在晚上11点到凌晨4点间进行。”

曾被小区居民当成贼

两个多小时，四个社区……留下
的是一身汗。快到中午饭点了，张亚
明和同事商量着在路边小摊随便吃
点。“下午还有几个小区，今天一天
必须排查完。”张亚明说。

张亚明说，由于白天不适合探听
供水管网，所以他们一般在深夜工
作。“干我们这行的都是‘夜猫子’。
有些人不知道我们是干啥的，还以为
我们是在干什么坏事。”张亚明笑着
说，他们经常遇到一些小区居民盘
问，甚至把他们当成贼。

每天，张亚明的日常工作就是和
沙北片区500多公里的地下供水管网
打交道。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亚明
必须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作为‘地
下工作者’，必须对声音敏感。”张亚
明说，抽烟、酗酒等有损听力的行为
他一点都不能沾。

匆匆吃完午饭，张亚明又开始来
到另外一个小区开始检测。张亚明
说，仅去年一年，检漏队就发现了
1000多个暗漏点。

下午六点，张亚明算是完成了白
天的任务。“晚饭在家吃，晚上10点
在泰山路口集合。”张亚明说，每天
晚上 10点多，他们就会按照划定的
检测范围，一路步行一路检测，到第
二天4点半之后，才回家休息。

检漏工：全天候在诊的“管道医生”

□本报记者 朱 红

成片成熟的西红柿，绿盈
盈 的 西 瓜 …… 不 由 得 让 人 眼
馋。这是 5 月 20 日上午，记者
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大
闫村漯河丰美种植合作社看到
的场景。

据合作社负责人之一的冯
光磊介绍，2011 年，他和朋友
承包了这里的300多亩地，建成
了 50多个大棚，用来种植西红
柿、茄子、快瓜等家常蔬菜，
虽然各种蔬菜也能卖出去，但
收益很不理想。经过学习别人
的经验，发现附近缺少市民周
末休闲的去处，于是决定顺应
市场需求，2014 年将合作社转
型为采摘园，市民可以带着孩
子去体验采摘的乐趣，既亲近
了大自然，又愉悦了身心。“果
然，每逢周末，都有市民带着
孩子来采摘，采摘园也取得了

良好的收益。”冯光磊说。
与此同时，合作社由以前仅

种西红柿、快瓜、茄子等，进行了
种植结构调整，引进了西瓜、香
瓜、小甜瓜、小白瓜等特色瓜种，
更是吸引了市区及周边城市平
顶山、许昌、驻马店等人前来大
量批发，一个两三亩的大棚年均
收益近两万元。

合作社的另一位负责人王
江波告诉记者，目前西红柿、
西瓜等已大量上市，每天都要
雇佣周边村民帮忙采摘，每天
能 采 摘 一 万 多 斤 。 香 瓜 、 青
瓜、小白瓜等特色瓜果几天后
也将成熟。“市民趁着周末，可
带着孩子前来体验亲自采摘的
乐趣。”王江波说。

由蔬菜大棚转型成观光采摘园

种植合作社找到致富新门路

开源景区夏日夜间游缤纷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