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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消息 春节期

间，河南省公安交警部门对酒

驾等交通违法行为持续保持

高压态势。 一时间，饮酒找代

驾成为河南民众春节期间出

行的新时尚。

“现在民众的交通安全意

识提高了，基本上形成饮酒不

开车、 开车不饮酒的好习惯。

针对节日聚会应酬多、难免喝

酒的情况，我们顺时应变推出

酒后代驾业务。 ”郑州一家代

驾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每天下

午 2 时至 4 时和晚上 9 时至

11时是代驾高峰，这个时间段

如果打进电话来，基本找不到

现成的司机，需要等待，这种

情况估计要持续到春节假期

结束。

据了解， 代驾价格 10 公

里内约需 60 元， 市区内 200

元全包。 对于收费价格，大多

数市民表示可以接受，认为过

年好不容易回趟家，平平安安

最重要。 请人代驾，虽说花点

钱，但保证安全，很值得。

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负责人表示， 今年春节期间，

各地公安交警部门在严格开

展酒后驾车查禁行动的同时，

还提倡“酒后代驾”服务，指导

无车司机和外地开车返家的

司机成立有偿代驾服务队，公

布代驾热线，既帮助饮酒者解

决燃眉之急，又让闲散司机有

一定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对于春节期间出现的“代

驾热”， 社会各界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客观上严查，加上主

观上交通安全意识的提高，让

驾车不饮酒、饮酒找代驾成为

春节期间出行新时尚，催生了

代驾热潮，有效预防了节日期

间涉酒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

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采用电

话访问的方式， 近日对全省

600多户家庭就年货消费等问

题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目

前农村居民购置年货仍然依

靠“赶大集”，农村消费市场开

拓空间巨大。

根据调查显示，一方面传

统的实体销售渠道仍然是民

众购置年货时的最主要渠道，

网络等新兴的销售模式现阶

段占有率虽然较小，但未来发

展前景可观；另一方面不同居

住地区民众购置年货时的渠

道差别较大，省辖市市区和县

城居民多依赖超市、便利店和

农贸市场，而农村居民对“集

市、摊位”的依赖度最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网

购、团购等新的销售模式正在

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伴

随着新销售模式的拓展，新的

销售渠道也逐步建立。 传统年

货销售渠道的弊端就在于它

销售产品的单一性，不能给消

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目前，

一些商场、超市等销售渠道已

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纷纷推出

“年货一条街”、“一站式购齐”

等活动。

但对于农村市场而言，群

众购置年货的方便程度仍然

有待提高，如何有效开拓农村

市场，给农村居民送去质高价

廉的年货、提供更方便可靠的

销售模式，是众多商家应当思

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有半

数消费者在购置年货过程中

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 遇到过

不愉快事情的民众中，市区和

县城居民对趁机提价和假冒

伪劣商品的提及最多，比例超

过四分之一，对人多拥挤的提

及比例也在 10％以上；而农村

居民对趁机提价和遇到假冒

伪劣商品的提及则要明显高

于市区和县城居民，说明农村

年货市场是监管的难点和重

点，保障农村消费者的权益问

题更应引起重视。

春节期间代驾盛行

我省农民买年货仍靠“赶大集”

据新华社郑州电 面对

持续发展的旱情，河南一些旱

区农民不忙过节忙抗旱。 他们

利用春节返乡的时机，抓住气

温回升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

抗旱浇麦活动，在麦田里过了

一个“别样”春节。

白色的水管长蛇一样蜿

蜒在地里，无数细小的水柱从

管身喷射而出，经过滋润的麦

苗在阳光下透出亮色。 2 月 2

日，尽管是农历除夕，但在商

水县黄寨镇毕营村，农民毕瑞

挺依旧在麦田里忙碌，利用机

井抽水抗旱。

根据河南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发布的数据， 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 2089 万亩冬小麦受

旱，其中重旱 214 万亩。 与此

同时， 河南省气象部门预报

称，近期全省仍将没有有效降

水过程。 面对“气象灾害”向着

“农业灾害”转变的挑战，横跨

２０１１年春节，第一产粮大

省从上到下进行抗旱。

早在春节前的 1 月 23

日，记者在地处豫西的宜阳县

柳泉镇丁湾村采访时就看到，

当地农民在忙着置办年货的

空当，仍然不忘浇麦。 手拿铁

锨站在自家麦地里，村民胡相

伟介绍， 因为当地属于灌区，

水源条件较好，家里的两亩麦

子半月前已经浇了一遍，“过

年要紧，生产也得抓紧，所以

想赶在春节前再浇一水。 ”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二。

汤阴县菜园镇东街村农民裴

天祥匆匆吃过早饭，就来到自

家麦田里，开挖垄沟，为抗旱

浇麦忙碌起来。

“现在农民过年，鸡鸭鱼

肉都不缺，就是看着地里的麦

苗干得发黄，让人心急。 ”裴天

祥说，“旱情不等人，只要返青

水浇足，今年的产量还是有保

证的。 ”

东街村支书王飞介绍，从

年前腊月开始，村里就组织农

民抗旱浇麦，除夕、正月初一

也没停。 现在已浇了 1600 多

亩， 预计正月初八以前全村

2860亩小麦将全部浇完。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

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郭天财

表示，当前河南省已经发生了

秋冬连旱，按照气象部门的预

报，发生“秋冬春”三季连旱的

可能性也比较大。

郭天财认为，要防止“气

象灾害”转变为“农业灾害”，

未来需要做到“三抓住”：一是

抓住春季气温回升的有利时

机； 二是抓住小麦产量形成的

关键期； 三是抓住农民工返乡

过节、农村劳动力充裕的时机。

“各地要利用好这些有利

条件，迅速掀起以抗旱为中心

的春季麦田管理高潮， 势必能

极大地化解当前持续发展的旱

情。”郭天财说，“但是因为全省

不同土壤土质、不同耕作方式，

造成苗情类型复杂， 需要分类

管理，科学抗旱，要争取做到

重旱地区少减产、轻旱地区保

稳产、无旱地区多增产。 ”

全省 2 0 8 9 万亩冬小麦受旱

据新华社电（记者 李丽

静）河南省开展厉行节约活动，

大力推进廉洁型和节约型机关

建设。据河南省纪委统计，2010

年，河南省因公出国（境）、公车

购置及运行、 公务接待 3项经

费的财政预算比上年压缩近

7.2亿元；全省党政干部因公出

国（境）次数比上年下降 11％，

经费下降 10.7％。

去年年初，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

通知》， 河南省纪委也在全省

开展了厉行节约专项治理活

动。 18 个省辖市按照中央、省

委的要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治理奢靡之风的活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黄

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黄河干

流省界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

已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计划

用 3 年时间建 7 座省界水质

自动监测站。

据了解，2010 年 10 月底，

水利部关于黄河省界水质自

动监测体系建设首期工程计

划正式下达， 河南花园口、山

东利津水质自动站监测站随

即开工建设，兰州等 5 个站前

期工作已完成。 这 7座自动监

测站初步涵盖了黄河干流重

要省界河段，同时也是省界水

质管理的重要污染控制站。

截至目前，黄河已形成以

流域中心为核心，以直属监测

分中心为支撑， 省属监测机构

相配合， 拥有 300多个监测站

点， 覆盖全河的水利系统水环

境监测网络。 黄河水利委员会

负责人指出， 黄河干流省界水

质自动监测体系的建成， 将大

大提高黄河水质监测能力和省

界水质监管的基础支撑能力。

据新华社郑州专电 洛

阳市正采取控制地下水开采、

关停无证温泉开发企业等措

施，欲恢复龙门石窟景区内断

流的千年泉水。

据了解，禹王池、珍珠泉等

泉眼是龙门石窟景区内主要的

自然景点，水温常年在 24℃至

26℃， 已经流淌了千年。 可

2007 年 9 月以来，景区泉水多

次发生断流， 到 2008年 11月

主要景点泉水全部停涌。

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

员杨刚亮说：“龙门石窟泉水

景观是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一个重要的景观组成

部份，也是龙门石窟的重要组

成部份，虽然目前造成泉水断

流的原因尚未明确，但无论从

哪个角度出发，严格控制龙门

景区及周边的地下水开采是

非常必要的。 ”

据了解，洛阳市有关部门

已对龙门石窟周围温泉水开

发和利用采取了限制措施，还

加强了对周边地下水利用的

管理工作，待水文地质专项调

查完成后，再采取科学的综合

治理措施。

龙门石窟是我国著名的

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

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2000 年

11月 30 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龙门石窟千年泉水断流

洛阳多举措欲恢复泉涌

黄河将建

7 座省界水质自动监测站

我省去年

压缩近 7 . 2 亿元公务经费

开封举办“年文化旅游节”

春节期间，开封推出了“年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以逛庙

会、看大戏、赏民俗、品小吃为主要内容，让游客们体验参与多

项特色民俗活动，祈福新春，欢乐过年。图为 2 月 8 日，一位演员

在为游客演示宋朝燃放“爆竹”的场景。 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图一

图一： 2 月 6 日，上蔡县蔡沟

乡农民任江伟在田间浇水。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图二： 2 月 6 日，上蔡县蔡沟

乡曹庄村农民朱玉兴在田间浇

水。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图三： 2 月 5 日，许昌市鄢陵

县马坊乡夏营村村民在田间浇灌

麦苗。

新华社发（牛书培 摄）

图二

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