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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本报讯 （记者 于文博）“我现
在看报纸，都是从‘好人 365’这个
栏目开始看。看到这个栏目里的各
种好人好事，我心里总是暖暖的。”
7月 5日，家住市区滨河路的王女士
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好人365”在本报开
栏，至今已经刊发稿件 80多篇，向
市民介绍了许多好人好事，得到了
众多读者的支持和称赞。栏目不仅
受到大家喜爱，还成为漯河人心中
的一个道德标尺。

“好人 365”栏目报道的好人，
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做着不同的工
作，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

“好人”。乡村医生郑玉海，55岁的
他雨夜出诊、渡河救人，30多年为
病患先后减免 30多万医药费，是当
之无愧的好人。的哥陈朝力面对两
万元现金和两块玉佩，毫不动心，
经过多方打听，最终物归原主，令
失主感动不已。社区居民程俊奎热
衷慈善事业，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为环卫工免费提供饭菜和茶
水。这样的善举，他坚持多年，从
不间断。

在“好人 365”栏目中，可以看
到各种温暖人心的好人好事，读者
们从中获取了温暖和社会正能量，
他们也用自己的方法表达了对该栏

目的喜爱。
市民贾先生在文化路住，他给

本报新闻热线打来电话，称他在
“好人 365”栏目看到了许多好人好
事。现在，他每看到一篇好人好
事，就会念给孩子听，希望孩子能
够像报道中的好人一样，成为一个
善良、勇敢的人。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
做好事，我特别敬佩那些坚持做好
事的人。看了咱们的‘好人 365’栏
目，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以后
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也希望咱们的

‘好人 365’栏目越办越好。”市民闫
杰说。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7月
6日上午，在市区人民路东方社
居委院内，许多居民聚集在一
起，共同倾听了有关孩子暑期安
全和健康的讲座。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前来
听讲座的居民，有头发斑白的老
人，也有活泼可爱的孩子。

活动开始后，东方社居委的
工作人员为大家播放了有关孩子

暑期安全的教育片。教育片对暑
假里家长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如何保证孩子安全等问题，进行
了细致地讲解。随后，一位营养
师为大家讲解了夏季如何养生、
孩子饮食等方面的知识。大伙儿
听得认真，提问也十分积极。

“通过这个活动，我既知道
了怎样照顾孩子，又知道了怎样
养生，收获很多。”王女士说。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每天上下班，一步入电梯，就
会看到多个广告：随着市区高层住
宅日渐增多，大部分电梯成了婴童
用品、美容整形等各种广告的“地
盘”。这笔广告收益有多少？属于
谁？这些收益又用在了哪儿？

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个小区
发现，绝大多数业主并不知道电梯
内的广告收益属于谁，更不知道这
笔收益用在了什么地方。

【市民】
电梯里广告多

家住市区黄河路兰乔圣菲小区
的一位居民向本报反映，小区电梯
里被人安上了广告牌，想不看都
难。“每次乘电梯，都会看到婴儿用
品的广告牌。”该居民说，“广告从
啥时间挂上的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了，反正这些广告在电梯里已经很
长时间了。”

在该小区住的陈女士说，小区
里都是高层住宅，每部电梯里面挂
着3块广告牌。一走入电梯，三面都
有广告牌，直接把人给“包围”了。

“电梯内广告是否收费、收费多
少等问题，从来没有人向业主公开
过。”陈女士说。

记者来到该小区，进入单元楼
的时候，发现门口一个屏幕播放着
广告。进入电梯后，看到电梯厢壁
上有一些广告牌，推介婴儿用品、
干洗服务等。

那么，电梯内设置广告牌普遍
吗？记者对此进行走访调查。

【走访】
广告“占领”电梯

记者走访市区部分小区，发现
电梯里除了一些消防和电梯安全知
识，大都设置了广告牌，推介着汽
车、家具等商品及健身等服务。

汉江路商务花园A区居民李女士
说，小区每部电梯里都有广告。

“刚搬进来的时候电梯里就有广
告了。”业主李先生说，他去年入住
该小区时就发现电梯里有广告牌，
但从来没有收到小区物业关于电梯
广告的相关通知。

“一开始住到这儿时还没有广
告，慢慢地各种广告牌就登场了。”
家住凇江路一个小区的居民张女士
说，“教育培训之类广告，刚开始还
觉得挺新鲜，现在我对这些广告都
有免疫力了，视而不见。”

记者走访了市区多个小区，发

现无一“幸免”，电梯都被广告牌
“占领”，除了有玻璃面和金属边框
的广告牌，还不乏“牛皮癣”式的
小广告。

【调查】
业主未见收益

“电梯是我们业主的，可电梯里
广告牌的收益，我还真没见到过。”
家住黄河路兰乔圣菲小区的一位业
主说，他在小区住三四年了，知道
电梯广告牌的收益应该归业主所有。

走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业主
对电梯广告收益是“云里雾里”，并
不清楚，也从没拿到过收益，有的
业主甚至不知道小区公共区域的收
益自己也有份。

黄山路某小区的业主王女士表
示，她入住小区五六年了，虽然看
到小区电梯里有广告，但压根儿没
想到收费的问题。“电梯坏了，维修
费由业主分摊，电梯广告收益咋样
还真不知道。”王女士说。

【解密】
设广告牌要付费

广告牌以及牛皮癣式的小广告
是如何进入小区电梯的呢？

兰乔圣菲小区物业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周先生表示，他并不清楚。
对于这些广告是否收费了，他也表
示不清楚。

市区一个高层小区的物业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的小区管理都
比较严格，尤其是高层小区，基本
上都有单元楼道门，一般情况下，
没有物业公司的允许，广告是很难
进入电梯的。同时，电梯里设置广

告牌不会是免费的。
但是，至于收多少钱，他则不

愿意透露。
记 者 从 市 区 一 家 广 告 公 司 获

悉，电梯内的广告价格，是根据广
告面积大小、小区所处位置等因素
确定的。

市民朱先生说，电梯及其维护
由业主买单，现在有收益了，大多
数业主却毫不知情，这是不对的。
电梯里的广告收入多少，物业应该
公示出来，让业主们心里明明白白。

【律师】
收益归业主共有

河南开瑞律师事务所刘文学律
师告诉记者，物业合同里没有明确
规定禁止的，在不破坏电梯设备、
不影响电梯使用等情况下，物业公
司可以允许广告公司在电梯内做一
些广告，但产生的相关利益应归业
主所有，因为小区电梯属于小区的
公共设施，属于小区业主共有。

同时，刘文学律师认为，物业
公司在小区公共设施上做广告，应
该征得业主的同意。遗憾的是，目
前很多业主维权意识薄弱，不知道
小区共有物业产生的收益归小区业
主所有。

市民点赞本报“好人365”栏目

小区电梯广告多 业主未见一分钱
律师：电梯属公共设施，收益应归业主共有

健康讲座进社区

丝线缠出五彩“粽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66岁的郭瑞玲用传统方法做
的五彩“粽子”颜色鲜艳，做工
精致，别具一格。

郭瑞玲说，这是端午节的传
统工艺品，她 12 岁就跟母亲学
会了这个手艺。

丝线缠出五彩“粽子”

7 月 5 日，在长江路碧桂新
苑小区，记者见到了郭瑞玲。她
家里挂着一串串“粽子”。这些
菱形的“粽子”，外观饱满，五
颜六色，非常漂亮。

记者拿起来仔细欣赏，发现
“粽子”的一条条纹路是丝线密
密麻麻缠绕而成。三个大小不一
的“粽子”用线绳穿起来，粽子
之间还有装饰品，每个粽子角上
挂着一个中国结，堪称一件完美
的“中国风”作品。有些“粽
子”下面还缀着一颗鸡心形状的
香囊，闻起来香气扑鼻。

这些色、香、味俱全的作
品，都出自郭瑞玲之手。

“这手艺我 12 岁就学会了，
都是我妈妈教的。”郭瑞玲告诉
记者，在过去，这些物件很常
见，特别是在端午节前后，村里
人都会给家里的孩子做几样，用
来驱蚊避邪。可以戴在身上，也
可以挂在家里欣赏，是很好的工
艺品。

秘诀是“一缠三”

郭瑞玲给记者展示了她的制
作方法。“粽子”的核是纸盒剪
成长条然后折叠成菱形。再拿起
五彩丝线，找到一个角用针把线
穿进去，把线头别到纸壳里面，
然后开始缠绕丝线。

记者注意到，丝线每个角都
要缠绕一遍，等排列够一定宽度
后，更换不同颜色的丝线。这样
排列出来的丝线很紧密。颜色搭

配则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制作前
要想好颜色搭配，同时也要考虑
到颜色的深浅搭配。

“颜色搭配好了，远远看去
跟五彩云一样。”郭瑞玲说，用
这种工艺制作的“粽子”结实又
好看。在“粽子”中加入香料，
还可以驱蚊。

郭瑞玲透露了做“粽子”的
秘诀。缠绕丝线时，为了加快速
度，她会把细线先合成三股，称
作“一缠三”，即把一根细线拉
出一段距离对折，捏住一头，从
另一头把剩余的线从空隙中穿过
去，形成三股线。

“这也是最传统的缠线方
法，但很多人不会。”郭瑞玲
说，用这种方法做“粽子”速度
非常快，一上午能缠四个“粽
子”。

喜庆吉祥可作装饰品

端午节前，一般要做“香布
袋”和“料布袋”，香布袋是鸡
心形的，“料布袋”是四方形
的，装的香料比较多。

“很多人能缝制香布袋，但
会做‘粽子’的人不多。”郭瑞
玲说，去年孙子结婚，她做了几
串“粽子”挂在新房中，孙子的
朋友都不知道是什么，但喜欢得
不得了，还有人拿走了几串。

逢年过节，郭阿姨都会做一
些“粽子”送给亲朋好友。

今年端午节，郭瑞玲做了一
箱各式各样的“粽子”，都送给
了小区邻居。“小时候见过这些
东西，很喜庆，但已经很多年没
见人做了，郭阿姨手真巧。”碧
桂新苑小区居民小张说，这么喜
庆的东西挂在房间里，是很好的
装饰品。

“可以欣赏，也可以当作婚
庆用品，用途很多。”郭瑞玲
说，不少人跟她学，但大多数人
没有学会。如今会这个手艺的人
越来越少，希望不要失传了。

郭瑞玲给记者郭瑞玲给记者
展示她制作的五彩展示她制作的五彩

““粽子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