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达 60%

“小眼镜儿”近两亿人

孩子眼睛不好，家长怎么办？ 据央

视新闻频道报道：一项由中国、美国和

澳大利亚合作开展的防治儿童近视调

查显示，2010 年， 中国近视人口接近 4

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1.5 倍，近视人口

居世界第一！ 青少年近视比例更是达到

50%~60%，接近 2 亿人！

为什么如今的孩子普遍近视？ 现在

的孩子户外活动大大减少，学业普遍较

重，室内灯下作业时间越来越长，尤其

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沉迷于电视、手机游

戏，长时间上网，有很多不良的用眼习

惯，所以不少孩子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眼

镜！

近视为什么找上孩子？ 专家指出，

60%的近视与台灯频闪有关。 最新医学

研究显示，5 岁

～

18 岁为近视高发期，

而此阶段造成孩子近视的最直接原因，

正是每天伴随孩子学习的台灯产生的

光污染。 普通的学习台灯由于技术原

因，会产生频闪、紫外线等光线污染，孩

子每天在这样的灯光下学习，自然就容

易造成视力问题，特别是发生近视。 日

本中央电力研究所实验发现：在眼球发

育阶段，受灯光闪烁的影响，睫状肌不

停地放大缩小， 处于紧张的运动状态，

会增加眼睛疲劳度，使得眼部免疫力下

降，出现酸涩、疼痛、眩晕等症状。 往往

一个学期下来，就会视力下降 ，出现假

性近视甚至真近视。

北京大学宜生科技 LED 绿色健康

护眼科技成果成功问世了！ 笔者通过拨

打华夏南路鹤壁日报社楼下的宜生无

闪舒适灯专卖店热线 3338633 了解到，

由北京大学人居环境中心与北京宜生

科技针对青少年近视问题联合研发的

最新科研成果———宜生无闪舒视灯 ，

2011 年 5 月荣耀问世。

这款基于第 4 代 LED 照明技术的

绿色健康学习台灯， 不但创造出无频

闪、无辐射、无紫外线、无红外线的绿色

健康照明环境 ， 更搭载了智能光感系

统、智能作息提醒、一体式数码学习等

人性化功能设计，让亿万中国孩子告别

台灯频闪时代，迎来绿色健康照明的全

新“视”界。 （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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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丢了咋补办？

新区市民王女士昨日来电咨询：她家的

房产证丢失了，近期已在《鹤壁日报》上刊登

过遗失声明，接下来该如何补办房产证？

王女士，记者帮您咨询了市房产管理中

心。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房产证遗失声明自

刊登之日起一个月后，房产证上注册的所有

当事人需拿着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和身份

证， 到市房产管理中心大厅 16 号窗口办理

补办手续。 晨报记者 李丹丹

普通话等级证书丢失

如何补办？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咨询：他的普通话

等级证书几天前丢失了，该如何补办？

王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市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 2005

年之前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丢失了，遗失者要

重新考试认定，我市每年 3 月底、4 月初接受

申请者报名； 如果是 2005 年之后认定的教

师资格证，遗失者要到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市教育局办公楼内）申请遗失证明，然后

带着成绩有效证明到省语委补办证书。

晨报记者 王帅

市残联在哪儿办公？

市民王女士昨日来电咨询：她是一名残

疾人，前几天发现市残联不在原来的地址办

公了。 她现在需要残联的帮助，市残联现在

搬到哪儿办公了？

王女士，记者帮您咨询了市残联。 工作

人员表示，市残联现在的办公地点在九江路

东段市按摩医院附近。 晨报记者 秦颖

离婚后

还必须参加孕检吗？

市民李女士昨日来电咨询：她前段时间

离婚了， 现在单位依然要求她参加孕检，离

婚了还要参加孕检吗？

李女士，记者帮您咨询了市计生委法制

科。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相关条例，离婚

后可以不参加孕检，您可向单位说明情况。

晨报记者 秦颖

记者下地收玉米，体验农民苦与乐

□

见习记者 李蔚

“秋天到，秋天到，棉花朵朵白，玉米粒

粒饱，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

10 月 14 日， 记者在鹤壁集镇李家荒

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丰收景象。 当天，记

者和该村的李大伯一家人一起下地收玉

米，体验农民的苦与乐。

10 月 14 日凌晨 5 时许， 李大伯和李

大娘起了个大早。“每年收玉米，都是不吃

饭就得出发。 ”李大伯说完又吩咐李大娘

给记者煮两个鸡蛋。

出发前，李大伯先检查收割玉米用的

镰刀等农具，还提醒记者多穿些衣服，“大

早上地头冷、露水多，容易把裤子弄湿。 ”

检查好要带的东西后，记者就随李大

伯和李大娘一起出发了。

十几分钟后 ， 记者一行人来到玉米

地， 只见一株株玉米直直地立在田间，玉

米穗又大又粗，光看着就能感受到丰收的

喜悦。

据李大伯介绍 ，这块地约一亩 ，如果

快的话，一个钟头就可以割完 ，然后就是

掰玉米，之后用车往回拉。

说话间，李大伯两口子已经忙活起来

了，记者拿起事先准备好的镰刀 ，加入收

割队伍， 玉米叶子时不时地扎进脖子里，

非常难受。

“千万要把衣服扣子扣结实。 ”李大伯

提醒记者，“地里经常有小虫子什么的，不

小心就钻衣服里去了。 ”

大约 6 时许，这块玉米地已经割了大

半，记者有点力不从心了，手心隐隐作痛，

腰也酸起来。 李大伯笑着说：“快别干了，

像这种活，是要经验的，你没干过，手还嫩

着呢！ ”

记者不好意思地站在田边歇息，同时

和李大伯聊天：“今年玉米收成怎么样？ ”

李大伯起身看了看说 ：“这片地是丘

陵地， 再加上今年秋收季节雨下个不停，

本以为要影响收成，没想到玉米能长这么

好，还是种子选得好啊。 ”

说着，李大伯随手拿起一穗玉米给记

者看， 当记者问与去年相比收成咋样时，

李大伯胸有成竹地说：“多收个一二百斤，

不成问题！ ”

不到 7 时，玉米地便割完了，紧接着

就是把玉米穗掰下来，去掉“裤子 ”，装到

袋子里，这也是一项很琐碎的工作，李大

伯和李大娘足足干了近两个小时。

玉米快掰完的时候，记者看到李大伯

和李大娘的手心都磨红了，原来这活也不

全像李大伯说的那样轻松。 记者心疼地问

他们累不累，李大伯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

汗，笑笑说：“不累，习惯了，农民嘛 ，种地

就是活儿。 ”

等把玉米全掰完装入袋中、系好口之

后，我们又开始下一项工作———往回拉玉

米。

这时李大伯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没

过几分钟，一辆三轮车就“突突突”地开了

过来。“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都是推着

平板车往回拉，费时费力，如今路也修了，

直接用三轮车一次就把玉米全拉回去

了。 ”李大伯说。

由于装满玉米的袋子很重，李大伯一

边喊着号子， 一边和老伴用力往车上装，

不知不觉已是上午 10 时左右，气温虽然不

高，但李大伯和李大娘都是汗水涔涔……

回到家中，把装玉米的袋子全卸到过

道里，记者以为工作到此就结束了，李大

伯却说“离结束还早着呢”，还要把一袋袋

玉米背到屋顶倒出来晒。

之后 ，李大伯抱起一袋玉米 ，右腿往

上一提，顺势把袋子扛在肩头 ，踉踉跄跄

了几步，记者和李大娘赶紧过去扶。“没事

儿，农村人有的是力气！ ”李大伯说。

记者也想像李大伯那样扛一袋玉米，

可根本撂不到肩膀上。 李大娘说：“这是最

累人的活， 几十袋玉米要一袋袋往上背，

每次他都不让我干 ，怕我压坏腰 ，可他每

次干完都累得好几天直不起腰，毕竟年纪

也不小了……”说着说着 ，李大娘的声音

低了下去。

下午 5 时，夕阳染红了村间的坡道，记

者又走访了几户农家 ， 然后便和大家告

别， 离开了这个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村

子。

回去的路上，记者脑海中一次次浮现

出李大伯背玉米时佝偻的身影。“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金秋十月虽没有烈日

当空，也没有麻苎衣衫 ，但农民丰收的苦

与乐，都深深刻在了记者心中。

居民用电咋按商业用电标准交费？

供电公司：该家属院用的是医院的供电线路，申请电网改造即可

晨报讯（记者 渠稳）10 月 16 日，新区黎

阳路附近市第二人民医院（老院）家属院的刘

老先生向记者反映，他们家属院的住户一直按

照商业用电的标准交电费，“我们住的是家属

区，为啥一直按照商业用电的标准交电费？ 希

望供电公司给我们住户一个解释，并准许我们

按照居民用电的收费标准交电费。 ”刘老先生

对记者说。

据刘老先生介绍，市第二人民医院（老院）

家属院共有 40 多户居民， 自从搬到这个家属

院后，居民们始终是按照商业用电的标准交电

费。“居民用电每度是五毛六，可我们要按每度

电七毛五的标准交电费。 我家人多，用电量也

大，每个月差不多要用 200 多度电，和其他按

居民用电标准交费的住户相比，我家每个月要

多交 40 多元钱， 长期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刘老先生说起电费的事非常无奈。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虽然该家属院 40

多户人家实现了一户一表，但他们的用电线路

是和市第二人民医院连接的，每个月的电费都

是由市第二人民医院代为收取，因为医院属于

商业用电，所以该家属院居民的电费也是按照

商业用电的标准交的。“我们这些住户实在用

不起高价电了，但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维护我

们的正当权益。 ”刘老先生说。

记者随后和鹤壁供电公司取得了联系，供

电公司负责居民用电的工程师赵先生告诉记

者， 该家属院 40 多户居民不是供电公司的直

接用户，他们用的是医院的供电线路，这些用

户要想从商业用电改为居民用电，必须在医院

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电网改造，改造完成后可以

到鹤壁供电公司营业厅按照居民用电交费。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刘老先生，他

随后便和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了沟通。

刘老先生告诉记者，医院已经同意家属院

的住户进行电网改造了，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

进行电网改造。

记者随后拨通鹤壁供电公司客户部的电

话咨询，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表示，这 40 多户

居民要先选举一个代表，到鹤壁供电公司客户

部申请电网改造，供电公司接受申请后会派人

到现场勘查，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电网改造。

警惕骗子新招：

先混成“熟客”

再向店家借钱

然后一去不返

晨报讯（记者 周凯楠）俗话说，做生意

要学会拉“回头客”，但有的“回头客”未必值

得挽留。 10 月 17 日，新区市民陈女士反映，

她好心借钱给一位“回头客”，不料这位“回

头客”借钱后一去不返。

据了解，陈女士在鹤翔东区开了一家麻

将馆，国庆节期间，一名陌生女子突然光顾

麻将馆。 为了拉回头客，陈女士便热情招待

了她，之后几天，陈女士总主动打电话邀约，

而那名女子也会如约出现在麻将馆内。

通过几天接触，陈女士亲切地称那名女

子为“张姐”，那名女子称她在鹤翔东区附近

做生意。 10 月 10 日下午 6 时左右，打完牌的

“张姐”突然向陈女士借了 700 元，还说吃过

晚饭后就还。“她说出门太慌张没拿钱包，现

在急着给别人清账。 ”陈女士起初有些迟疑，

但最终还是将钱借给了她。

直到当晚 10 时，那女子一直没出现。 陈

女士觉得不妥， 便到小区附近的门面店找，

陈女士逐家询问，但大家都没听说过那女子

所说的商店。 陈女士一直等了 7 天，可“张

姐”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通过邻居得知，该女

子根本不在附近居住，陈女士这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

陈女士表示要将此事反映到公安部门，

同时也希望借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提个醒。

村里有这样的路

出趟门真不容易

浚县卫贤镇赵岗村、 姚村等

10 多个村庄的道路 1997 年被轧

坏，至今没有维修，村民们急盼相

关部门解决他们出行难的问题。

图为赵岗村的道路，坑坑洼洼

的，因前段时间的降雨，积了大量

污水，路人和车辆经过此处都得小

心翼翼。 晨报记者 李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