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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源
汇区马路街街道交通
路社区组织辖区志愿
者，在双汇广场开展

“学雷锋、献爱心”
无偿理发活动，不少
社区居民来到现场体
验志愿者的贴心服
务。

本报记者 李慧
宇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小凯，快传球！佳琪，
打门喽……”4 月 10 日下午，
源汇区大刘镇中学的足球场
上，呐喊加油声此起彼伏，大
刘镇“校长杯”乡村小学足球
联赛正在热火朝天地上演。

4 月 10 日，记者了解到，
本届大刘镇“校长杯”乡村
小学足球联赛是五人制赛，
主要是全镇各农村学校的四
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
参赛，各年龄组分别组队，

共有 20 支球队参加。比赛采
用循环积分制，每队都有相
互交手机会，为期 9 天，一共
52 场比赛，最后积分多的队
伍获得冠军。

别看孩子们小，球踢得有
模有样，传球、带球、配合、
射门……20 分钟的激烈对抗
后，个个汗流浃背，但仍意犹
未尽。

“城市学校开展足球联赛
的比较多，但在我市农村开展

‘校长杯’这样的足球联赛还
不多见。”现场督战的市足协
有关负责人说，大刘镇这几年
校园足球运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各学校都加强了投入。为

了弥补乡村小学足球专业教练
员不足的窘境，他们聘请市区
一家足球俱乐部教练定期来指
导，从颠球、带球、运球、射
门、守门以及技战术一点点向
学生们普及足球知识。让原本
的足球“荒漠”，长出了一片

“绿洲”。
2015年，大刘小学被授予

全国足球特色学校。2017 年，
大刘镇中被授予全国足球特色
学校。连续三年组织球队参加
漯河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取得了第八名的成绩。

“现在每天下午放学，都
能在学校操场踢会儿球，回家
写完作业，在村里也和小伙伴
们踢上几脚，感觉踢足球很快
乐。”采访时，一些学生说，
家长也很支持他们踢足球，

“这几年练足球，生病少了，
身体好了，意志力也更强了，
对学习也有好处。”

乡村小学生 炫技绿茵场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4月 10日，网友“匆匆
那年”在朋友圈发消息称：

“前天在乐山路和长江路交叉
口右拐时，因为压线被拍了。
路上并没有右拐指示标线，这
是不是有些不合理呢？”

网友“华尔街”：现在开
车都要格外守规矩了，到处都
是摄像头。

网友“水木年华”：有的路
口是直行和左转一个道，有的
是直行和右转一个道，若没有
指示标线的话，确实容易弄混。

4月10日，记者联系到了
网友“匆匆那年”林女士。她
告诉记者，乐山路是她每天上
下班必走的一条路。“这条路
比较窄，一直没划指示标线，
现在开始拍违章压线了，是不
是应该先把道路指示标线划出
来呢？我每次走到这里都糊里
糊涂，不知道到底该咋走。”

记者随后将该情况反馈给
市交警支队交通设施科的相关
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于林女士的情况，林女士可
调取监控，如果确实不合理，可
申请复议，工作人员也会尽快
去现场查看，规范道路标线。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4月10日，网友“无法访
问”在朋友圈发消息称：“美
丽的紫藤花令人流恋忘返，但
无意间发现树干上爬满了蚂
蚁，这不会影响紫藤成长吧？”

看到消息后，记者与网友
“无法访问”取得了联系。据
她介绍，她家住市区交通路一
家属院，4月10日中午，她在

人民公园闲逛时，经过西北角
一处长廊，被长廊上一簇簇盛
开的紫藤花吸引了，就停下来
拿出手机拍照。拍完照坐在长
廊上休息时，发现紫藤花树的
树干很特别。“上面有很多凸
起的疱状物，凑近一看，我吓
了一跳，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小
蚂蚁。原来，这是蚂蚁在树干
上筑的巢。”网友“无法访
问”说，不知道这些蚂蚁会不
会影响紫藤花树成长。

随后，记者来到人民公
园，仔细观察发现，几株紫藤

花树树干上的确有疱状物，上
面有很多蚂蚁。

就此，记者采访了人民公
园园务管理处。“我们这就派
工作人员去现场核实。”一位
工作人员说。“我们已经查看
过情况了，因为紫藤花的花有
甜味，所以花开时会吸引很多
蚂蚁，这种情况在每年紫藤花
开时都会出现，并不影响紫藤
花树开花。”随后，该工作人
员回复道，“我们将对紫藤花
树喷洒药物，对树干上的蚂蚁
进行治理。”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杨柳飞絮招人烦。为推进
杨柳飞絮防治工作，4 月 11
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了
植缘赤霉酸注射培训。

当日上午，在市区淞江
路与祁山路交叉口附近的树
林内，聚集了不少参与培训
的人员。“大家注意，打孔的
时候，要在树木主干上斜向
下呈 45 度钻孔，孔径为 5 毫
米，孔深 3 到 5 厘米。”技术
人员边向大家讲解边演示。

打完孔之后，他把提前准备
好的药物进行注水溶解，并
插入树孔中。

“我们计划在 4 月下旬，
对杨柳树注射植缘赤霉酸，进
一步防控杨柳飞絮。”市城市
管理局园林管理处的一名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经过此次培
训，参训人员能够掌握这种注
射方法，这为下一步注射防治
打下了基础。

“一管药剂只有 20 毫升，
触碰之后，药剂流失，利用率
大大降低。”该工作人员说，
如果大家在杨柳树上看到这
种药剂，请不要轻易触碰，以
免造成浪费。紫藤花盛开 蚂蚁也来“闻花香”

开展注射培训 防治杨柳飞絮

路面标线不清 司机路过犯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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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澧河手机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