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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腰还疼吗？”“别生气，别
吃凉的，不能急躁，很快就会好
的。”11月16日，在市区五一路
惠生堂国医馆，今年 46岁的陈
皓正在耐心地询问前来看病的病
人。陈皓已经在这里开办诊所
19 年，他医德高尚，而且数年
来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陈皓年轻时便喜欢中医之
道，曾在周口一家中医院工作。
闲暇时，他喜欢看书钻研医道。
在对待病人上，除了正常开药，
他还会耐心地从语言上劝导、安
抚病人，常让病人感到温暖。

在医院上班时，陈皓遇到患
哮喘、气管炎的病人比较多，因
此在多年经验积累下，他在治疗
呼吸系统疾病方面颇有建树。

陈皓年轻时上班的那家医院
离农村比较近，因此遇到过很多
没钱买药的病人。这催生了陈皓
自己开诊所、为病人减免药费的
念头。27 岁那年，陈皓来到漯
河，开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

陈 皓 每 天 都 早 早 来 到 诊
所，为病人把脉时，他柔声细
语，用心了解病人情况。陈皓
的 诊 所 ， 平 均 每 年 都 要 接 待
4000多病人。

记者采访时，一位病人来抓
药，但钱没带够，陈皓直接就
说：“治病要紧，钱就不要了，
药先拿走吧。”

陈皓说，像这样的情况，人
遇到过不少。有的病人离这里
远，陈皓不仅不要药钱，反而还
送给病人路费。

家住西平县的白老太太来看
胃病，付钱时，陈皓看到老太太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五块等零
钱，但仍凑不够这次的药费，便
向老太太了解情况。原来老太太
的儿子车祸去世，只有一个侄女
在照顾她，家里没有收入。陈皓
心里很难受，立即表示免费给老
太太治病。临走时，陈皓还送给
她 200 元路费，老太太千恩万
谢。连续来抓药三次，老太太的
病就好了，她特意带着家里种的
蔬菜来表示感谢。

19 年来，陈皓为病人减免
的费用达10多万元。

不仅如此，陈皓业余时间还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每次漯河星
火志愿团组织的公益活动，陈皓
都积极参加。在今年夏季慰问环
卫工活动中，陈皓捐出了500元
现金，还捐了一箱人丹和一箱风
油精。

近几年来，陈皓平均每年捐
款达1万多元。对此，陈皓笑着
说：“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我
感到很开心，以后我还会继续这
样做。”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杨 光） 随着一股冷空气的
到来，我市气温骤降。11
月 18 日，市救助站工作人
员走上街头，对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救助。

11 月 18 日下午，市救
助站接到求助电话，来到市
区黄山路南段，这里有一位
流浪人员长期滞留。记者看
到，这位流浪人员头发花
白，全身衣服破旧。工作人
员上前劝说，请他到救助站
休息。

“ 救 助 站 有 吃 的 、 喝
的 ， 也 很 暖 和 ， 天 快 黑
了，外面很冷，请跟我们
回去休息吧。”工作人员蹲
在流浪者身边耐心劝说。
但这位流浪人员拒绝了工
作人员的邀请，并背上行
囊转身离开。

有围观的市民告诉记
者，这位流浪人员在这里已
经很久了，衣冠不整，还随
地大小便。对此，市救助站

工作人员赵伟臣说，目前针
对流浪、乞讨人员，他们按
照救助自愿原则，不愿意到
救助站的，可以给他们提供
御寒的棉被和衣物。针对市
民反映的情况，他们会向社
区反馈，尽快解决。

记者了解到，当天，市
救助站在市区救助了三位流
浪人员，全部安置到救助站
休息。

“随着我市气温骤降，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进
入高峰期和关键阶段。市救
助站积极行动，开展‘寒
冬 送 温 暖 ’ 专 项 救 助 活
动，保障流浪、乞讨人员
基 本 生 存 权 ， 对 寻 亲 不
遇 、 务 工 不 着 、 讨 薪 无
望、离家出走等遇到困难
的人员进行分类救助，帮
助他们安全过冬。”市救助
站站长赵锦伟介绍，11 月
15 日我市启动专项救助活
动以来，一共救助了 20 多
名流浪、乞讨人员。

陈皓：热心公益 扶危济困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新锐

“现在的菜市场就像个大超
市，电子秤称重，扫码支付，要
多方便有多方便。”今年50岁的
杨丽霞做蔬菜批发生意 30 年
了，她经历了从路边菜市场到农
贸菜市场，再到如今的“智慧菜
市场”，见证了城市菜市场的大
变迁，“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买菜模式到现在的扫码支付，菜
市场上的交易越来越方便，就像
我们的生活一样越变越好。”

菜市场的变化是漯河城市发

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展现城市面
貌的一扇窗口。“以前传统的菜
市场大多很脏很乱，而现今的菜
市场有了智慧称重、产品溯源、
抽样检测等科技手段，一切都智
慧化了”。11月18日上午，漯河
伊诺中原农产品交易市场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说。

当天上午，记者在这个 107
国道旁的市场内看到，开放式的
菜档整齐排列，菜品分区，明码
标价……这个从原南关农产品交
易市场搬迁过来的菜市场正以全
新的姿态展现在大家眼前。

“新的菜市场投入使用后，
更加干净整洁，交易也智能化
了。”该市场蔬菜经营户王新伟
说，除了环境改善之外，这里的
经营户感受最直观的便是支付手
段的变化，“现在很少有人还拿
着现金来买菜了，扫一扫二维码
就支付了，快捷方便，不用找
零，更不用数钱。”

这个农产品交易市场配备了
电子屏等现代化设施，大众可以
通过电子屏看到当天蔬菜样品的
检测结果。“每天进入交易市场
的农产品都可以进行产品溯源，
检测信息也都进行公示。”该市
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前都是用杆秤，拨秤
砣，提秤杆，经常有人怀疑称重
不准。现在都是电子秤，放上去
就知道重量。”今年58岁的田大
欣在市场里经营蔬菜，说起以前
用杆秤的经历很是感慨。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线上
购物已不新鲜，这也给蔬菜交易
带来了新的经营方式。“现在网
上订单已成为我的主营业务，每
天有十几单。我这个摊位已经是
个线上线下一体的摊位。”田大
欣说。

“智慧菜市场”让生活更方便

菜市场工作人员在检测当天的农产品菜市场工作人员在检测当天的农产品。。

寒风起天转凉

我市街头救助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新
锐） 11 月 14 日 至 17 日 ，
2019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
在广州开幕，儿童电影《小
小家长》入围展映单元。

该影片由漯河籍导演田
刚磊自编自导，片中小演员
均在漯河市内各学校和培训
机构选拔，这也是漯河本土
影视公司出品的第一部院线
电影。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性
儿童电影文化盛会，中国国
际儿童电影展历经 30 年的
积淀，已成为国家推动中小
学生影视教育活动的重要平
台，也成为中外儿童电影进

行交流的重大活动。中国国
际儿童电影展以“童心看世
界，光影伴童年——与国同
梦，与影童行”为主题，向
全球展示其持续的电影产业
韧性和活力。

“ 开 始 拍 摄 这 部 电 影
时，我也没想过能够入选这
样高级别的电影节，当初就
是想为家乡的孩子们提供一
个展示自己表演才华的舞
台。现在能够入选展映单
元，我觉得特别荣幸。接
下来我会继续带领家乡的
孩子们，为登上各大电影
节继续努力。”田刚磊对记
者表示。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展映单元

漯河电影《小小家长》入围

陈皓在为病人把脉看病陈皓在为病人把脉看病。。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救助街头流浪人员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救助街头流浪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