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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这几天吃饭的人多了，
每天能卖 20斤热干面。”3月
17 日上午，在郾城区李集镇
李集村的主干道上，陈清霞
正在店里忙着，时不时有顾
客来购买热干面和馄饨。

记者在几公里长的主干
道上看到，路两旁的一些饭
店、五金店和农资店等已经
开始营业。在一家 1000 多平
方米的大型综合商超里，服
务员海珍珍正在一个摊位前
码放鞋垫。记者在这个商超
看 到 ， 每 个 货 架 上 备 货 充
足 ， 蔬 菜 、 水 果 的 种 类 丰

富。三三两两的顾客有序排
队结账。“孩子的书包不能用
了，我来这里买个新的。”一
名村民告诉记者，他趁着还
没有开学，给孩子预备一些
学习用品。

“每天都要
给 店 里 消 毒 两
遍。”陈清霞这
个 20 多平方米
的热干面店里，
还经营米线、馄
饨、凉皮等，她
告诉记者，前段
时间都是打包带
走，现在有的顾
客开始在店里吃

饭了。小店里几张干净的餐
桌上放着一个筷筒和一盒餐
巾纸。“在店里吃饭的人，我
每次都让他们保持距离，我
还专门撤了两张餐桌。”陈清
霞说。

乡村市场暖起来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
晓 实习生 闫晶

“预约上午 9 点的新人可
以准备材料进入大厅办理结婚
登 记 了 。” 3 月 17 日 上 午 9
点，在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婚
姻登记处，已经预约成功的新
人在出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后
进入大厅开始办理业务。

在婚姻登记大厅，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之前有三个窗口
办理业务，受疫情影响，现在
仅开放一个窗口。为了避免人
员扎堆，窗口只提供预约办
理，分时段、分批次限流办理
婚姻登记业务。

黄女士和李先生是上午办
理手续的第一对新人，他们告
诉记者，本来计划找一个有意

义的日子来登记，但受疫情影
响，一直拖到现在。“10天前
我们预约成功了，工作人员专
门打电话提醒我们需要准备哪
些材料，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办
理完了。”黄女士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大厅内

每次只允许进入
一对新人，办理
完后，再依次进
入 第 二 对 新 人 。

“源汇区是 3 月 9
日正式开始办理
结婚登记的，目
前预约结婚的已
经排到 3 月 24 日
了。”婚姻登记处
工作人员杨甲明
说，目前已经预
约 了 近 300 对 新

人，如果市民之前没有预约，
当天是无法办理的。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全市 6
个婚姻登记点已经全部开始预
约登记，市民可以提前打电话
咨询并预约。

婚姻登记恢复办理 需提前电话预约

商超备货充足商超备货充足。。

工作人员为新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工作人员为新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本报记者 朱 红

3月 17日 12时 13分，伴
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声，开往
深圳的G279次列车从漯河西
站驶出，37 名外出务工人员
踏上南下返岗复工之路。

记者了解到，漯河火车站
加强对售票厅、候车室、进站
通道等场所的保洁和消毒工
作，在做好对旅客体温测量等
相关防控工作的同时，通过车
站广播、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

防控常识、出行注意事项，增
强外出务工人员防控意识。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漯
河火车站组织业务能手成立营
销小组，积极开展客流情况调
查；加强与当地劳务输出部门
的联系，及时掌握复工返岗人
员身份信息、健康状况和返岗
需求动态，科学合理制定务工
人员运输方案，完善旅客进
站、候车、乘车等环节的疫情
防控和服务措施。

结合周口、平顶山等周边

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中转换乘人
数较多的情况，该站开设了务
工人员购票和签证专窗，积极
办理团体票，简化办理手续。
此外，该站还开辟了取票、进
站、候车和登乘等绿色通道，
抽调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
作人员成立党员、团员服务
队。对重点车次和重点时段
旅客加大引导服务力度，做到
外出务工旅客分散候车不扎
堆、提前检票不拥挤、进站乘
车不聚集。

漯河火车站 助力务工人员返岗

3月17日，在黄河广场采血点，市民踊跃献血，支援武
汉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本报记者 齐 放

2 月 28 日，本报以 《粉条
滞销 期盼援手》为题，报道了
郾城区龙城镇大军王村粉条滞
销的消息。3月 16日，王波周

高兴地告诉记者，滞销的粉条
卖完了。

王波周对记者说，媒体报
道后，有不少市民开车到村里
来买。

最让王波周感动的是，市

和力电器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得
知消息后，一下子要了 30箱粉
条。

另外，郾城区龙塔街道附
近的一处工地来人，一次买了
20箱粉条。

滞销粉条已卖完

□本报记者 陶小敏 通
讯员 陈洪业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在临颍县大郭镇涌现出
很多志愿者，他们冲锋在
前，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张小霞就是其中一员。

今年 46 岁的张小霞是
临 颍 县 大 郭 镇 张 杨 村 村
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 ， 她 向 镇 上 捐 款 2000
元 ， 支 援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主动
向党支部申请，到镇上设
置的马拉河卡点值班；她

多次为值班人员送去水果
和鸡蛋。同时，她赶在春
节前，为镇上敬老院的老
人送去了 60套保暖内衣。

据了解，张小霞 2008年
创办了该镇第一家外贸服装
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
前，张小霞的服装厂已经拥
有自己独特的服装设计和成
衣销售市场，有各种服装加
工设备 176 台套，在周边村
庄联营发展家庭服装加工点
8 家，带动农村留守妇女就
业 247 人 （其 中 贫 困 户 49
人），为家庭服装加工点培
训技术能手106人。

张小霞致富不忘乡邻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下水道通了，生活也
方便了，谢谢社居委。”3月
17日，市区柳江路一道巷居
民丁先生告诉记者，前几天
该巷子内一段下水道堵塞，
影响居民生活。3月 16日至
17日，在源汇区干河陈街道
祥和社居委的协调下，下水
道已经疏通。

“几天前，下水道堵塞
了，家里用水很不方便。我

们这里没有物业，将这件事
反映给了祥和社居委。”居
民丁先生说，“社居委的工
作人员当时就进行了协调，
联系清淤公司，清算居民应
出的费用等，下水道疏通很
及时，感谢他们。”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
窨井盖破损，上面还放着一
个警示锥。针对破损的窨井
盖，祥和社居委主任何金友
表示，他已经把情况反映至
上级部门，会尽快更换。

下水道堵塞 社区协调解决

□本报记者 于文博

3月 16日，74岁的独居
老人李毛妮来到源汇区马路
街街道马路街社居委，请工
作人员帮她到银行取钱。工
作人员带着她走了三家银
行，最终取到了钱。

李 毛 妮 是 一 位 独 居 老
人。春节前，一直帮她取钱
的邻居搬走了，她自己不会
取钱，眼看家中的现金用完
了，老人只好向社居委工作
人员求助。李毛妮的丈夫早
年去世，她可以领遗属补
贴，当她和社区工作人员到

银行取钱时发现，当月的补
贴没有发放。知道这件事
后，李毛妮的情绪急躁起
来，工作人员一边安抚老
人，一边电话询问她丈夫生
前所在的单位，原来由于疫
情影响，补贴延迟发放。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李毛
妮来到另一家银行，但取
款时发现存折上也没有存
款。随后，工作人员又带
着 李 毛 妮 来 到 另 一 家 银
行 ， 老 人 又 忘 记 了 密 码 。
最后，老人在工作人员的
帮 助 下 ， 重 新 设 定 了 密
码，成功取出了钱。

老人取钱遇难题
社区人员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