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责编：谭艺君本地综合04

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法
版权，未经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违者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声声 明明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通 讯 员 董二伟

为旅客提供雨伞、帮助行
动不便的旅客……这些暖心的
场景每天都在西城区高铁广场
上演，在为旅客提供方便的同
时，也提升了漯河的城市形
象。11月5日，记者到高铁广
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采访，了
解这里发生的故事。

为旅客提供多种便民服务

在高铁广场南侧，有一个
亭子格外显眼，上面用红底白
字写着“高铁广场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亭子上方的大屏幕
上滚动播放着高铁西站简介及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的志愿服务
开展情况。亭子窗户上贴着

“免费茶水”的条幅，旁边悬
挂着近期发生在高铁西站的好
人好事展板以及漯河市区公交
线路图。

“你好，我的手不小心弄
破了皮，流血了。”一位中年
妇女来到志愿服务站寻求帮
助 。 不 等 这 位 旅 客 把 话 说
完，志愿者栗盼盼便打开急
救箱，拿出棉签、碘附和创
可贴，熟练地处理伤口。“谢
谢，真没想到你们这里还提
供有医疗服务。”这位旅客
说。

高铁广场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以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
神，提供便民服务。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是
今年 6 月设立的，投资 10 余
万元，由高铁广场管理办公
室成立专职服务团队，设队
长一名、副队长一名，有专
职志愿者 4 名，为过往旅客提
供便民服务。我们对志愿者
服务团队进行了专业的岗前
培训，学习相关服务技能。”
高铁广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梁辉鹏说。

认真做好每项志愿服务

高铁广场学雷锋志愿者服
务站的服务内容分为9大类：提
供雨伞、免费茶水、手机充电、
针线包、兑换零钱、紧急药
箱、免费轮椅、手推车以及失
物招领。服务站实行全天候服
务，每天从早上 8 点直到晚上
10点20分最后一班旅客下车，
都有志愿者在站内值守。

“上次我和保安春磊值勤
时，看到一名腿脚不便的男性
旅客拄着拐杖从出站口出来，
还带着笨重的行李，就赶忙推
着轮椅上前帮忙，把那名旅客
送到出租车上。”志愿者魏东
阳说，帮助过多少旅客，他们
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
这是悬挂在学雷锋志愿者服务
站内的一面锦旗。“这是一位
旅客送来的。当时我们的安保
人员在北车场巡逻时发现车位
边有一个红色旅行箱及手提包
无人看管，便送往志愿者服务
站。志愿者多方寻找，最终联
系上失主并把东西还给失主，
失 主 为 表 示 感 谢 送 来 了 锦
旗。”高铁广场管理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孟志勇介绍道。

“上次我出去度假，车辆
因停放时间太长而出现故障，
几位志愿者跑前跑后帮我修
理。他们在为旅客提供方便的
同时，也提升了漯河的城市形
象。”市民武先生说。

“这些便民服务志愿者每
天都在认真地做，目前已经形
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以后，我
们会提高服务质量，使志愿服
务迈向更高台阶。”孟志勇说。

西城区高铁广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多种便民服务 温暖旅客出行路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11月2日，在中国工商银
行漯河分行滨河路支行，一位
拄着拐杖的工作人员正在和其
他人员沟通“创文”宣传展板
的安装问题。他就是中国工商
银行漯河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吴
国安。

拄着拐杖开展“创文”工作

中国工商银行漯河分行的
“创文”工作一直处于行业窗
口单位前列。但 7 月至 9 月，
由于辖属网点装修改造、布局
调整等因素，“创文”局部工
作暂时落后。因意外骨折正在
休病假的吴国安得知这一情况
后，不顾身体还没有完全康
复，便拄着拐杖去上班，为单
位的“创文”工作而奔忙。

为了尽快摸清窗口网点
“创文”工作的基本状况，吴
国安用了 4 天时间，拄着双
拐，乘车对辖属 17 个支行网
点的“创文”牌匾、橱窗灯箱
等宣传项目逐一查看，并拍照
录像，做好记录，为下一步整
改奠定基础。

吴国安根据掌握的第一手
资料和市创文办提出的整改建

议，结合各网点的实际情况，
并考虑“创文”工作不同时期
宣传内容的增减变化等因素，
拟定了整改方案，在上级审定
后开始付诸实施。

为使“创文”展板主题突
出、色彩统一、尺寸统一，达
到整齐划一的效果，吴国安对
每幅展板的图案、文字都一一
进行审核，反复修改，并结合
各网点 CI 设计风格，全部重
新制作更换。

打造“创文”示范网点

吴国安根据各网点的特
色，打造“创文”工作的示范
网点。根据市行营业部新装修
后的整体格调，在营业大厅添
置了一套“创文”宣传展板；
在现有网点彩屏上播放“创
文”宣传内容；提升工作人员
的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市
民。

“下一步，我行将按市创
文办的工作部署和新要求，加
强现场检查督导，落实相关责
任，不断充实和完善‘创文’
项目，提升‘创文’软环境，
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文’氛
围，更好地为市民服务，让市
民满意。”吴国安说。

吴国安：
拄着拐杖为“创文”奔忙

本报讯 （记者 张晓甫）
装弹、发射……“轰隆隆”一
阵响声后，雨滴降落。11 月 5
日晚，在黑龙潭镇一个人工增
雨作业点，市气象局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地忙碌。据了解，市
气象局抢抓难得的降水时机，
在全市18个人工增雨作业点实
施人工增雨作业，让我市秋季
作物痛快解渴。

据市气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已连续45天没有有效
降水。据气象专家测评，我市
小麦的地表墒情已经降到 50%
以下 （农田适宜墒情在 65%~

80%之间，才能保证小麦的正
常生长），大部分麦田发生轻
度干旱，部分地块已达严重干
旱。

市农业局种植科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10月15日左右全
市小麦受旱面积曾达到 104 万
亩。“幸亏各地及时组织抗旱
浇麦，否则来年的小麦产量肯
定会受到影响。”这名负责人
说。

气象资料显示，4日晚至7
日，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经
过我市上空，期间可能有一次
降水过程。市气象局根据这一

有利天气，立即组织18台高炮
和火箭，在全市18个人工增雨
作业点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在
自然降水和人工影响的共同作
用下，11 月 5 日零时至 6 日 16
时我市普降中雨，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 21.6 毫米，其中市区
24.1 毫米，临颍 16.5 毫米，舞
阳23.6毫米。

“此次降雨过程，我市的
农田旱情基本解除，非常有利
于小麦出苗和越冬。天晴以
后，农民朋友可划锄保墒，加
强田间管理。”市农业局种植
科有关负责人说。

人工增雨 缓解旱情

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帮助。

吴国安（右一）指导工作人员安装“创文”宣传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