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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用善意和诚意，通过一些小
的发现，朴素地报道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欢迎你也来分享你的故事。

漯河晚报
欢迎你报新闻
讲述生活中的故事
你可以通过
0395-3139148
联系我们

嗨

本报讯（记者 陶小敏）“工作人员太负
责了，外国朋友很感激，出差回来我要去送
锦旗。”12月 13日，市民周先生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 3139148，向本报反映他遇到的一件
暖心事。

12月 12日中午 11点半左右，市民周先
生和他的印度朋友冉伟 （音） 到市区人民路
东段一个火车票代售点买火车票。

买完票，周先生和友冉伟就前往漯河高
铁西站，准备搭乘下午 1点 33分的高铁赶往
郑州。

周先生驾车带着冉伟行至市区汉江路附
近时，冉伟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说冉伟的钱包落在买火车票的地方
了，工作人员正打车往我们这边赶，准备给

我们送呢！”12月 13日，周先生告诉记者，
接到电话后，他的朋友冉伟才发现在买火车
票时，由于过于匆忙，将钱包落在了火车票
代售点。

“钱包里有护照、银行卡、现金。令我们
欣喜的是，火车票代售点的工作人员非常热
心，从钱包里发现冉伟公司的名片后，辗转
通过公司联系上了我们。”周先生说，冉伟是
一名印度籍工程师，这次是结束在周口的工
作后经漯河前往郑州。

“我没来得及问送钱包的工作人员的姓
名，不过我拍了张照片。我从郑州出差回
来，就去给他们送锦旗。真是感谢她！冉伟
因为这件事，对漯河很有好感。”周先生对记
者说。

印度小印度小伙遗落钱包 热心员工打车送还

冉伟冉伟（（右右））和送还钱包的火车票和送还钱包的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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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12月 13日，家
在市区受降路社区滨南巷的王女士兴奋地告
诉记者：“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能用上
自来水了！大家都可高兴了。”

原来，滨南巷一直没有通自来水，居民
们常年饮用地下水，生活上多有不便。近
日，经过多方努力，滨南巷11户居民通自来
水的工程终于动工了。

一直用地下水 生活多有不便

12月 13日，在滨南巷，记者看到街道
一侧有施工的痕迹，但并未全部施工完毕。
一些居民告诉记者，这个工程是为了给附近
的居民安装自来水，目前正处在施工阶段，
预计再有几天就能完工。

听到记者的问话，一些居民也谈论起这
件事。“这工程估计要不多长时间就能结束
了，到时候咱们再也不用喝地下水了”“太
好了，再也不用担心用水问题了”“等自来

水一装好，就可以在家里洗澡了”……
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滨南巷比较

老旧，一直没有通上自来水。以前居民用水
吃水，有的靠手动压井，有的要带着工具到
附近亲戚朋友家挑水，生活十分不便。

“因为用水不容易，我们一家人很少能
在家里洗澡，洗漱也很不方便。每次看到别
人家有自来水，就特别羡慕。”王女士说，

除了生活不便，地下水的水质没有保证，她
对此也颇为担心。

因此，自从听说要通自来水，王女士和
家人就特别兴奋，基本上每天都要到街上看
看工程进度。

社居委帮忙 将通自来水

记者了解到，滨南巷能通上自来水，也
经历了不少波折。

多年来，滨南巷居民饱受用水不便困
扰，看到附近居民都用上了自来水，他们很
是羡慕。经过一番商讨，几位居民代表找到
了受降路社居委，希望他们帮忙解决此事。

受降路社居委了解情况后，联系了自来
水公司。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
考察，并计算出了相关费用。

“我们这里一共 18户，平均下来一户要
两千多元，而且还有 7户没有在这里居住，
剩下的 11户出钱，摊在每户的费用就更高
了。”居民李先生说，这样的价格，大部分
人觉得贵。

社居委工作人员了解居民们的想法后，
又与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商讨。经过
一番努力，最终将每家的费用控制在了两千
元以内。这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

费用问题解决以后，自来水公司立即派
出施工队到滨南巷铺设管道。目前，工程已
经接近尾声，居民们很快就可以用上方便、
干净的自来水了。

“谢谢社居委对我们的帮助，以后再也
不用为用水犯愁了，可算是解决了我们这里
的一个大问题。”居民王女士说。

每次看到别人家的自来水，滨南巷居民就特别羡慕，如今——

社居委牵线 小巷将通自来水

市区受降路社区

滨南巷部分居民家的水表已经安装完
毕。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崔晓阳，男，舞阳县北舞渡镇军张村
人，现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

今年 10月 29日中午 12点 45分，东莞
市大岭山矮岭村一幢 3层楼的民房发生火
灾，大火造成的浓烟使得屋里的多名住户
被困。当时，消防登高车还在赶来救援的
路上。

被困的人员中，还包括一名 11个月大
的女婴。十多名群众马上组成了救援队
伍，迅速架梯救人。然而，梯子太短，单
个梯子甚至无法到楼房二楼。附近的街坊
也都没有好办法。

在这危机时刻，送货及安装空调的崔
晓阳途经此地。了解情况后，崔晓阳急中
生智，将货车开至楼下当“梯”。

当即，崔晓阳和服务车上其他三名工
作人员马上加入了救援。有了服务车“垫
脚”，热心街坊扛着梯子迅速爬到车顶救
人。大家一同引导、帮助被困人员顺着楼
梯爬到货车顶部逃生。十几分钟后，被困
的两名居民安全转移到地面。随后，大岭
山消防大队赶到现场，将剩余被困人员一
一救出，扑灭明火。

随后，此事获得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经

济科教频道 《今日 1线》 的关注。参与救
援的崔晓阳、张景超等人，也受到当地群
众的一致称赞。尤其是服务车车顶的痕
迹，记录了当时崔晓阳的冷静、沉着和勇
敢。

记者采访时，崔晓阳说：“我们的工作
有时也需要把梯子放到货车上辅助空调安
装作业，所以当时立即想到让他们把梯子
放到服务车上，其他也没有多想。”

崔晓阳等人救援的视频上网后，网友
纷纷称其为“正能量空调哥”。

（舞阳县委宣传部推荐）

“空调哥”崔晓阳 广东救人受称赞

□本报记者 焦 靖

冬季是感冒的高发季节。
12月 13日，记者在市儿童医院看到，儿

科门诊和住院部挤满了“小病号”，其中大多
是因发烧、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前来就诊
的。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孩子采取了雾化
治疗。市儿童医院儿科主任苏爱芳说，雾化
治疗相对来说无副作用，也更适合儿童。

许多家长买了雾化机

记者了解到，市儿童医院患儿扎堆，很
多家长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也为了方便，会
购买雾化机在家给孩子做雾化治疗。记者随
机采访了 8名家有学龄前孩子的父母，其中 7
家购置了雾化机，以便在家对孩子进行雾化
治疗。

“特别是对于轻微感冒的初期症状，直接
去买点雾化的药在家给孩儿雾化，感觉效果
还不错，而且不用吃药打针，对小孩的副作
用也小点。”市民孟女士的话，说出了许多家
长的心声。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的雾化机销
售不错，多是家长购来给孩子使用。在一家
购物网站，记者输入“雾化机”搜索，得到
600多个相关的搜索结果，其中很多产品打着

“儿童专用”的标签。
记者根据销量排名进行搜索，发现近期

销售最好的雾化机，30天卖了 2000件。在购
买用户评价中，不少买家表示购买雾化机是
为了“减少宝宝去医院的次数”。

建议：医生指导下使用

对此，记者采访市儿童医院儿科主任苏
爱芳得知，家长在家对孩子进行雾化治疗是
可以的，但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根
据雾化机使用说明书操作，否则不仅无效，
反而会耽误病情。

不少家长会购买一些中药在家给孩子做
雾化治疗，对此专家也指出，不同药物适用
的雾化器有所区别，不是所有药物都可以用
来“雾化”，因此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苏爱芳建议，儿童雾化治疗吸入的时
候，宝宝最好能采取轻松直立的坐姿，只需
平静的呼吸，无须做特殊的配合。在雾化吸
入时，出现一些情况应该及时停止。如患儿
频繁咳嗽，应暂停吸入，待呼吸平稳后再开
始吸入。

雾化吸入时间取决于药液容量，每次大
约在10分钟～15分钟。每天可做2～3次。另
外，雾化吸入半小时前尽量不要进食，避免
雾化吸入过程中气雾刺激气道，引起呕吐。
也不要让雾化液进入眼睛，否则会引起眼部
不适，还不要抹油性面霜。在每次吸入后，
可以用生理盐水或温开水漱口。雾化结束
后，雾化罐要及时清洁，可用温水烫洗，晾
干后再使用。

苏爱芳提醒，无论是在家雾化治疗还是
去医院雾化治疗，都要去医院检查，医生要
根据个体病情随时调整用药。因此，患儿及
家长还是应该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雾化
治疗，切不可贪图一时方便，擅自治疗。

孩子在家雾化
须听医生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