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7日是农
历腊月二十，召陵
区翟庄街道冯庄
村委会，按照往年
惯例为全村村民发
放福利。今年的40
万元年终福利，全
部来自于村集体经
济收入。图为村民
排队领取现金福
利。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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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通讯员 曹俊
杰） 市区不少夜市摊附近的路面，油乎
乎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还常散发臭
味。1月17日上午，在市区黄河广场南边
的夜市摊附近，郾城区环卫局对这里的
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其中，一些环
卫工用烧碱清除路面油污。

1月17日上午，许多环卫工来到黄河
广场，对夜市摊旁的路面进行清理。记
者看到，黄河广场内外有不少小型洒水
吸尘车正在作业，地面变得干干净净，
一些被损坏的垃圾箱也都修好了。

黄河广场南侧的黄河西路有夜市
摊，这条路路面油污比较重，道路上和
道边石上黑乎乎的，洒水吸尘车根本无
法清除。

这个时候，有环卫工用铁锨铲来一
些白色的颗粒状物体，洒在湿润的道路
上后，等待片刻，边上的洒水车对地面
进行冲洗，路面明显变亮了，原本粘着
厚厚油污的道边石和下水道盖子，经过
这道工序后，也变得干净了。

记者了解到，环卫工们使用的这种
白色颗粒状物体，叫烧碱，腐蚀性比较
强，在环卫工作中一般只是少量用在重
污染区域。

“黄河广场夜市摊的地面油污，用一
般的方法无法清除，只有用烧碱才有
效。”在附近打扫卫生的环卫工张香莲告
诉记者，夜市摊附近的路面是最难打扫
的，地面油污比较厚，摆摊的小贩也不
太注意卫生，总是把泔水、剩饭菜倒入
附近的下水道中。这些油腻的汤水就会
附着在道路和道边石上，非常难清理。

“负责这条道路的环卫工都准备有水
龙头和刀片，就是为了对付油污，但效
果并不太好。”张香莲说，为了清理油
污，让道路焕然一新，一般隔一段时间
就要用烧碱清除一次。烧碱有强腐蚀
性，用量很小，用过后都要及时把路面
冲洗干净，免得留下隐患。

郾城区环卫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春节临近，他们加大了路面的保洁
力度，对环卫设施进行了整修，并为各
环卫所购置了烧碱、手套、口罩等物
品，对淞江美食城、黄河广场等重污染
地区进行集中清理，让市民过一个干净
的春节。

市区黄河广场

清除路面油污
干干净净过年

清洁路面清洁路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光光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张腾飞）晚报“新
春送福”活动持续进行。1月 20日本
周五上午，由漯河晚报和老庙银楼共
同举办的“老庙银楼杯”原创春联大
赛颁奖仪式暨送春联公益活动将在市
区老庙银楼如期举行。届时，我市多
名书法名家将现场题写春联，免费送
给市民。

1月6日，晚报“新春送福”活动
正式启动。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表达漯河人民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和温馨祝福，本报特别携手老庙银

楼，共同举办了“老庙银楼杯”原创
春联大赛，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广大
读者也积极参加。如今，活动共收到
参赛作品 100多副，最终优选出 10副
优秀原创春联。

1月20日，“老庙银楼杯”原创春
联大赛颁奖仪式将在市区人民路与交
通路交叉口东 30米的老庙银楼举行，
为 10副优秀原创春联作者颁发证书和
奖品。同时，大赛颁奖仪式现场，还
将进行书法家写春联、送春联活动。
写春联、送春联活动邀请的都是我市

书法名家，他们的书法或浑厚朴拙，
或俊逸潇洒，他们将用笔墨为广大市
民送上新春的美好祝福。

春节将至，家门上贴一副散发着
墨香的手写原创春联和福字，满满的
都是祝福，处处洋溢着喜庆，感觉实
在走心。在越来越浓的中国年的气氛
中，看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将吉祥
与祝福都写进红彤彤的春联里，本身
就一次是品味年味的绝佳体验。

亲，本周五上午，老庙银楼，恭
候你的到来。

本周五，来老庙银楼可领手写春联

本报讯（记者 齐 放）“感谢学校
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千里之外还牵挂
着诗笛，你们的爱心相助坚定了诗笛
战胜病魔的信心……”1 月 17 日下
午，收到漯河高中南校区全体师生的
46357元捐款后，远在北京的张诗笛的
母亲张新霞，打电话给诗笛的班主任
于金平，哽咽着表达感谢。

花季女孩突患重病

17岁的张诗笛是漯河高中三年级
文科六班的学生。她戴眼镜，文静秀
气，平时不爱说话，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

2016年10月，张诗笛感觉身体不
舒服，时好时坏。2016年10月18日上
午，正在上课的她突然感觉头痛、头
晕，并出现呕吐。爸妈送她到医院，

但病情未见好转。2016 年 11 月 1 日，
她被送到市中心医院诊治。9天后，她
又被送到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在
郑州，她的病情继续发展，后来一直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在送到重症监护
室之前，孩子很乐观，只要有时间就
按照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看书学习。”
张新霞在电话中哭着对记者说，“孩子
一直按脑膜炎治疗，但不能确诊。”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近一个月，病
情依然没有好转。2016年 12月 13日，
诗笛又被转到北京 301医院治疗。又
一个月过去了，张诗笛头痛、头晕、
呕吐的症状没有缓解，专家多次会诊
也查不出具体的病因。“从郑州到北
京，孩子一直没有离开呼吸机，肺部
也感染了。”谈到孩子的病情，张新霞
多次泣不成声。2017年 1月 10日，经
多方打听，张诗笛又被转到北京航空

医院治疗，但专家还是不能确诊病
因，病情依然一天比一天严重。

学校师生捐款相助

“每天看着诗笛空荡荡的座位，大
家心里特别难受。”张诗笛的班长刘宗
毅对记者说，同学们决定组织一次捐
款，表达对诗笛的想念和关心。

刘宗毅和班团支部书记吕景瑞商
量后，把同学们的想法告诉了班主任
于金平，并得到了肯定和支持。1月
12日，三年级文科六班向南校区37个
班级 2600多名师生发出倡议：为张诗
笛献出一份爱心，让花季女孩重返校
园。倡议得到了师生们的大力响应。
截至1月16日下午，共收到捐款46357
元。于金平把这些钱汇给了张新霞。

“我在北京给大家跪谢了！”张新
霞说，他们还收到了她工作的郾城实
验小学 4万余元捐款和丈夫所在的市
公安局沙北派出所 2万多元捐款。“这
些关爱温暖着我们全家人，也增强了
我们给孩子治病的信心。”

张新霞说：“给孩子治病，钱是第
一大事。给孩子看病已经花去了 50多
万元，家里早已债台高筑。可是让我
们无助的是，具体病因仍然没有确
定。之前的试验性治疗已经拖垮了孩
子，现在诗笛因为颅压高，头上插着
导管引流积液，眼睛也不能看东西。
因为有呼吸机，也无法吃东西，只能
靠输营养液，孩子瘦得脱了形。”

张新霞哭着说：“孩子太受罪了！
全国的医生，谁能治孩子的这种病，
给我们治治吧！帮我们解除孩子的痛
苦吧！”

女孩突患重病 师生捐款相助

同学们清点捐款同学们清点捐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放放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