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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距离我市中小学放暑假
还有半个多月，但是，家长
们已经“不淡定”了。面对
两个月的假期，家长们都在
考虑如何科学地安排孩子的
假期生活。其中，兴趣班成
了不少家长的选择。

兴趣班争抢生源

暑假即将到来，不少兴
趣班展开了“抢生源”的大
战。6月13日下午，在市区
黄山路一小学附近，家长们
正在等待孩子放学。

“我们的暑假班招生，
看看吧，可以来试听，这上
面有我们的电话，现在报名
有优惠。”“现在报名才 980
元，从来没有优惠过这么
多 ， 现 在 只 剩 几 个 名 额
了。”一些人穿梭在人群
中，一手提着一个鼓鼓的袋
子，一手抽出一张张宣传页
递到家长手中，并给家长们
介绍他们的培训班。

每位家长手中，都拿着
几个宣传页。记者看到，这
些宣传页都是作文、英语、
美术、书法、舞蹈等培训机
构印制的。为了招生，商家
想出各种办法吸引孩子和家
长的目光。有的宣传页上用
大字标明“最高立减 2000
元”，有的用很大篇幅宣传
交定金送电动遥控拼装车、
芭比娃娃等礼品，或送夏令
营两日游，还有商家打出了

“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同
桌放长假，差距增大”的宣
传语。

家长忙着给孩子报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虽然距离放假还早，但是已
经有一些家长给孩子报了兴
趣班，还有一些家长正在纠
结报哪些兴趣班。

“暑假孩子在家光看电
视玩手机，还不如报个班学
点东西。”“就是，假期别的
孩子都报的有兴趣班，一个

小区也没人玩，报个兴趣
班，一群孩子一起学习一起
玩，比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有
意思。”提起兴趣班，不少
家长表示，他们担心孩子会
在暑假养成懒散的习惯，到
开学时很难调回来。有的家
长表示，想让孩子趁着放假
时间多发展发展课外爱好。

市民王晓云说，儿子上
小学一年级，平时没有给他
报过兴趣班，但是马上要放
暑假了，夫妻俩商量了一
下，想让儿子多学点东西，
所以提前就打听好给他报了
街舞、美术、围棋三个兴趣
班。“我最近还在咨询书法
班，想找个好点的培训机构
和老师，让孩子跟着好好练
练字。”王晓云说，小区里
还有两个孩子想报书法班，
大家正商量着报同一个班。

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兴趣

对于暑期兴趣班的“火
热”，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
小学语文老师孙银凤说，每
位家长都希望孩子多才多
艺，所以现在兴趣班很火。

在报兴趣班时，最重要
的是孩子的兴趣。平时家长
多留心观察，发现孩子对哪
些方面感兴趣，这样有针对
性地给孩子报一两个兴趣
班，让孩子在兴趣中学会技
能。报兴趣班要根据孩子的
兴趣和承受能力。如果让孩
子奔波于各种兴趣班之间，
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劳，引
起孩子的厌烦，反而不利于
他的兴趣培养。在报名之前
可以先去试课。这样既能让
孩子找到他真正喜欢的课
程，又能够让家长对培训班
和老师有一定的了解。

“阅读对于孩子来说很
重要。暑假要让孩子多阅读
有益的图书，还要静下心练
练字。”孙老师指出，暑假
里家长尽量多抽出时间陪陪
孩子，保证亲子互动的时
间。带孩子一起参加一些活
动，多亲近大自然，并教育
孩子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实习
生 李 潘） 6月14日，市民李先
生向记者反映，他今年3月份在
市区黄山路北段一家餐厅办了张
1000 元的充值卡，前几天去消
费时，发现饭店正在装修，询问
得知已经转让，充值卡上的电话
也变成了空号。

6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多，记
者和李先生来到这家中西餐餐
厅。餐厅在市区黄山路与嫩江路
交叉口向南约 50米路西。饭店
门头上的字，大部分去掉了，但
还留着“石湖中西餐”的字样。

房间正在装修。
一名装修工告诉记者，这家

餐厅已经转让，即将开张的是一
家饭店。

“我们已经装修半个月了，
这几天确实有不少人来询问退卡
的事情。”这名工人说。

李先生告诉记者，今年3月
初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他充值
1000 元办理了一张会员卡。只
消费过一次，卡里还有500元的
余额。

早前，李先生和朋友来吃饭
时，发现没有营业，向附近的人

打听后得知已经几天没有营业
了。

“当时我就拨打充值卡上的
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李先
生说，后来再拨打那个固定电
话，就变成了空号。

记者通过“12315”了解得
知，市民可以拨打“12315”热
线进行投诉，由工商部门进行处
理。此外，市民在办理预付卡
时，最好要有合同，并事先约定
双方的权利义务，为日后可能产
生的消费争议提供解决的途径和
依据。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两年前，记者曾关注过市区
汉江路至沙河河堤段的井冈山路
路灯一直不亮的问题。转眼两年
过去了，这段井冈山路的路灯依
旧黑灯瞎火，市民走路要用手电
筒照明，出行安全成问题。那
么，这段路的路灯为什么至今没
有亮起来呢？

两年前，记者多次关注

2016年8月，记者就曾接到
过附近小区和村民的反映，称市
区汉江路至沙河河堤段的井冈山
路路灯，从 2016 年 5 月起全部

“熄火”不亮。记者采访后，刊
发《南段路灯明亮 北段一个也
不亮》 一文，在 2016 年 8 月 23
日的 《漯河晚报》 上进行了报
道。

文章见报后，有关部门进行
了协调和处理，该段路 13盏路
灯中的 5盏也确实亮了一阵子。
记者也在 2016 年 8 月 29 日的

《漯河晚报》上进行了跟踪报道。
令人遗憾的是，其他几盏路

灯不仅没亮起来，不到两个月，
这 5盏路灯再次“罢工”，晚上
这段井冈山路再次漆黑一片。

两年前，记者采访市创文办
时，一名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
创建文明城市中，市区建成区道
路的路灯是绝对不允许有地方

“黑灯瞎火”的。
可以说，路灯明亮与否，是

创文的一项硬指标。
此后，记者就井冈山路路灯

不亮一事曾多次向市路灯管理
处、市创文办和源汇区有关部门
反映，但最终都没有下文。

两年后，路灯依旧不亮

6月 13日晚上 8时许，记者
再次来到市区汉江路至沙河河堤
段的井冈山路。站在汉江路口与
井冈山路交叉口，向北看去漆黑
一片的道路，记者不禁摇头感
慨：这段路的路灯为什么就一直
没人管呢？

这段井冈山路上的 13 个路

灯，矗立在黑夜中，真真切切成
了一种摆设。黑暗的路上，有行
人和骑车的人不时经过。骑电动
车的人有微弱的车灯，照亮前面
不远的道路尚能前行。行人则借
用手机上的手电筒照明，以便让
孩子能安全行走。但是，如果遇
到行驶的汽车开着远光灯，无论
是行人还是骑车的人，根本就无
法看清前面的路，只有等汽车过
去方能继续前行。此外，没有路
灯，记者不时看到有人踩到狗
屎。

采访中，无论是附近小区的
居民还是南关村的村民，大家都
对黑灯瞎火的这段井冈山路充满
了怨言。

廉女士说：“提起来都生
气，一年到头没见路灯亮过，不
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也有市
民表示，夏天晚上出来散步游玩
的人多，现在车也多，没有路灯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3盏路灯到底归谁管

“我们向物业反映过，小区
物业说路灯不归他们管。”在阳
光福园小区居住的邓先生对记者
说。

6月14日上午，记者采访了
阳光福园小区的建设单位河南恒
润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负责
人刘先生告诉记者，虽然当初路
灯是公司所建，但建设后就不归
公司管理了。现在这些路灯用的

电也不是公司的电，路灯的配电
箱在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南
边，不属于公司管理。

记者又采访了源汇区城乡建
设和环境保护局。

该局市政科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源汇区的路灯全部归市路灯
管理处管理，辖区内哪儿需要安
装和维护路灯只需向市路灯管理
处报送就可以了，区里没有安装
和维护路灯的职责。

针对记者反映的情况，这名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久以前就
向市路灯管理处报送过该段井冈
山路路灯需要建设和维护的情
况，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亮
起来。

记者采访市路灯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时，得到的答复竟然和两
年前没有两样：具体情况得问源
汇区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局，路
灯是他们协调开发商建的，没有
向市路灯管理处移交。

至此，记者虽然找到了路灯
的建设、管理各方，但最终的结
果是依然没有人来管这件事。

那么，这段路的路灯，还要
一直“黑”几年？

一到晚上，井冈山路南段（汉江路至沙河河堤）漆黑一片

13盏路灯，为何常年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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