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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LUOHE 05漯河

本报讯（记者 王 培 见习
记者 杨 旭）“不学礼，无以
立。”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6
月 21日上午，市礼仪协会成立
大 会 在 漯 河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举
行 。 协 会 的 成 立 为 礼 仪 工 作
者、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

记者了解到，市礼仪协会
是全市有志于从事礼仪文化研
究、服务和公益事业的高校、
相关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的非
营利性的学术性、专业性和公
益性组织。协会致力于倡导礼
仪新理念，弘扬中华民族礼仪
先 进 文 化 ， 打 造 礼 仪 专 业 平
台，推动礼仪服务产业发展，
为漯河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为 我 市 礼 仪 行 业 的 有 序 、 有
力、长久、可持续发展提供人
才和知识保障。

“目前，协会成员有近百
人，是由与礼仪、形象设计、
形 体 训 练 、 茶 艺 、 书 法 、 声
乐、播音主持、心理学等相关
的教师、专业培训师和爱好者
及相关单位组成。接下来，我
们计划进行‘礼仪进校园’活
动，从高校开始，到高中、初
中，再到小学，从礼仪入手，
宣传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协会秘书长孙冬玲
说，“另外，除了礼仪进校园的
活动，我们还准备编写礼仪知
识手册。”

成立礼仪协会 弘扬传统美德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6月21日，市民王先生向记
者反映，他在黄河路东段一个
小区居住，小区虽然有物业管
理，但是依然有许多人从高空
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给小区
安全带来了隐患。

“夏天用电量大，加上天气
特别热，这样做多危险啊！”王
先生说。

私拉电线存隐患

6月21日上午，记者在王先
生家所在的小区看到，小区大
部分楼是六层建筑，一些楼栋
口停放有电动车、自行车。记
者围着小区查看一遍发现，一
些电动车正在充电，而电线是
从居民家中扯出来的，几条甚
至是从五楼、六楼垂下的，偶
尔有风吹过，这些电线就随着
风向，在空中摇晃。

“这种充电方法啊，从我们
住进小区，就有很多人这样做
了。”该小区一位居民告诉记
者，小区虽然有车棚，但车棚
充电需要交费，所以一些居民
就自己从家里扯电线，给电动
车充电。

随 后 ， 记 者 走 访 了 黄 河
路、燕山路、人民路的一些小
区，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这
种做法在小区里挺普遍的，大
家有时候看到，也觉得有点不
安全，但总是存在侥幸心理，
想着不会出事的，所以平时也
就没有太注意。”家在黄河路香
堤左岸小区居住的李女士说。

消除需多方努力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王先生
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一位负
责人表示，对于居民私自拉线
充电的情况，他们也曾经做过
不少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曾经在网上找了一些
私拉电线充电引发的事故贴在
小区，希望以此警示居民。也
曾经挨家挨户地对居民进行劝
说，但引不起大家的重视。我

们作为物业，不能强制居民做
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
能劝说。”该负责人说，近期，
他 们 打 算 向 有 关 部 门 反 映 此
事，请他们进小区向居民宣传
私拉电线的危害，希望能改善
目前的情况。

面对居民私拉电线充电的
情 况 ， 物 业 究 竟 应 该 怎 么 做
呢？记者为此采访了几位物业
经理。

市区祥和家园小区的物业
经理陈先生表示，物业公司还
是应该多宣传、多劝告、多巡
查，多与有关部门配合，让居
民认识到私拉电线的危害。另
外，小区的配套设施要齐备，
可以多建一些车棚，或者在小
区 划 出 专 门 的 电 动 车 充 电 区
域，让大家有安全充电的条件。

“这种情况在各个小区都存
在，要想彻底解决，除了物业
要努力，小区居民也需要提升
安全意识，积极配合。”陈先生
说。

私拉电线充电不安全，物业公司经理建议——

小区多建些充电设施

小区楼道口成了充电区。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湖 南 小 伙 易 长 清 今 年 37 岁 。
2004年，他跟同样在深圳打工的漯
河姑娘申丽纳相识、相恋并结婚。
为了照顾妻子的饮食习惯，易长清
跟随妻子来到漯河生活。2012 年，
妻子患上了尿毒症，坚强的易长清
不离不弃，独自照顾妻子多年，且
不愿接受外界捐赠，他要靠自己的
力量来延长妻子的生命。

6月17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医院
对他俩进行了采访。

跟随妻子定居漯河

易长清是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夹
山镇花兰村人。申丽纳是源汇区问
十乡陶桥村人。2004年，两人同在
深圳龙岗一家餐厅打工时相识，随
后相恋，于 2005年年底结婚。易长
清踏实能干，申丽纳温柔贤惠，小
两口的生活无比幸福。

2008 年，易长清为了照顾妻子
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跟随爱人
到漯河定居，并在市区柳江路与太
行山交叉口处的夜市摆了个小摊。
不久，易长清的铁板炒米粉小有名
气。随着孩子的出生，易长清觉得
日子更有奔头了，晚上卖米粉也更
有劲儿了。

卖炒米粉挣医疗费

2012 年年初，申丽纳感觉不舒
服，易长清便带她到市医专三附院
检查。经诊断，申丽纳患上了尿毒
症。易长清懵了，他不相信心爱的
妻子会患上这种病。痛苦过后，易
长清振作起来：“我要救她。”他立
即取出这几年攒的钱，按照医生的
治疗方案带着妻子去做透析。

“她非常虚弱，不能感冒，不能
干活，身边也不能离开人。每隔一
天就要透析一次，每次需要 400 多
元。”易长清告诉记者，他决定靠自
己的手艺，挣钱解决妻子的医药费
和透析费用。

记者了解到，在易长清小摊的
每张桌子上，都放有一张提示卡，
上面写着：“2012年春节，我爱人患
上了尿毒症，双肾坏死晚期，不可
换肾，需要长年累月地输液、透
析，今年是第五年……大家钱难
赚，所以我不接受任何捐赠，只希
望大家多多光顾。谢谢！”

易长清说，他是个男人，是个
坚强的男人，他要靠自己的努力来
救妻子。他知道现在大家生活都不
容易，所以他只想大家照顾他的生
意，多来吃几次炒米粉。

无法出摊没了收入

6月 17日，申丽纳又该透析了。
在市中医院，记者见到了正在透析
的申丽纳。申丽纳非常乐观。她告
诉记者，易长清是个好男人，她庆
幸遇到了这么深爱她的丈夫。

“就是苦了他了，四年多来，每
天起早贪黑地给我挣透析费用。心
疼他，但又帮不上忙。”申丽纳说。

易长清坐在病床一角，深情地
看着妻子，眼神中满是爱怜。

易长清告诉记者，这几年的透
析，使妻子的身体更加虚弱，目前
体重不足 80斤，而且还引发了心脏
病、贫血等多种并发症。本来，凭
着他的手艺和口碑，他挣的钱还能
勉强顾住妻子每隔一天的透析费
用，可是半个多月前夜市没有了，
他也没了收入来源。

易长清说，目前他们已经欠下
医院近两万元的费用。他想租房卖
米粉，但是转让费都太高了。他痛
苦不堪，却又束手无策。

无奈暂时接受捐助

“我一个男子汉，现在连妻子都
救不了，我心里难受。我曾说过，
绝不接受好人心的捐款，几年来也
没有接受捐款，但是现在半个多月
过去了，还没有找到一间合适的门
面房，但妻子的病一天都不能拖
呀，缺一次透析，对她的生命就是
一种威胁，我只得暂时先接受社会
爱心人士的捐助。”易长清对记者说
这番话时眼含热泪，满是无奈。

易长清说，妻子的亲戚以及他
湖南的同学知道他接受捐款后，纷
纷以微信红包、转账的方式给他捐
款。目前，捐款大概有1.5万元。

“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接受
捐款不是我的本意，但我现在实在
没有办法了。我会记住大家的好
心，记住大家帮助我们夫妻俩渡过
难关。”易长清说。

妻子患尿毒症，丈夫卖炒米粉挣透析费

他坚强她乐观 共抗病魔四年多

易 长 清易 长 清
陪妻子申丽陪妻子申丽
纳做透析纳做透析。。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炎热夏季，不少人家的花盆里、
小院角落里，有一种鲜艳的花朵，红
红的花瓣格外好看。这种只在夏天盛
开的花叫凤仙花，也叫小桃红。

6月22日，记者在召陵区天桥街
道铁工坊社区京广街看到，居民们的
小菜园内，都种植有小桃红，茎叶绿
绿，花儿簇簇点点红，令人陶醉。

78岁的付东杰老人，正在菜园
内摘小桃红花瓣。“夏天包红指甲，
好看又治病，我一夏天要包好多
次。”付东杰老人笑着说，这是一种
简单又有效的小药方。

付东杰老人在菜园内摘回来小桃
红花瓣和莓豆叶儿，把花瓣放在一个
大酒盅里，用木棍捣碎，然后放上一
点白矾，拌匀后，捏起一点花瓣泥放
在指甲盖上，用莓豆叶儿把指甲包裹

住，然后用线系牢，包红指甲的过程
就完成了。付东杰说，在晚上包，睡
一夜起来，指甲染得特别红。

“过去包红指甲是为了好看，现
在化妆品多了，年轻人都不太喜欢，
不过老人和小孩子包红指甲的还有不
少。”铁工坊社居委主任韩艳君说，
除了包红指甲，染头发效果也不错。

我市中医李洪波告诉记者，小桃
红的种子可入中药，花也可入药，有
活血消肿作用。自古以来，民间用它
敷治灰指甲病，妇女用它来包扎美化
指甲，所以又名“指甲花”。

“小桃红确实有清洁和装饰指甲
的功能，能使指甲有光泽，美观大
方，是一种天然、绿色的指甲化妆
品。”李洪波说，虽然它对灰指甲等
疾病有一定疗效，但如果症状较重，
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市民在治疗灰指
甲的时候，还需要用一些药物。

小桃红开得正欢 爱美大妈忙包红指甲

付东杰老付东杰老
人用小桃花包人用小桃花包
指甲指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