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6 日 ,从淇滨区二支渠栈桥上走过的市民。 受雨雪天气影响，当日我市大部分地区处在大雾的笼罩之下。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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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圣诞节

商家搞促销

□

晨报见习记者 马龙歌 文 / 图

12 月 13 日，虽然离圣诞节还有十多天，但是鹤

城的多家商店早已进入圣诞季， 商场里销售的圣诞

树、彩灯、圣诞老人、圣诞帽等圣诞主题饰品，让人提

前感受到了圣诞氛围。

兴鹤大街上的一家商场门前， 摆着巨型圣诞树，

挂满圣诞彩灯和圣诞铃铛；鹤煤大道一超市的柜台上

摆满了各种圣诞主题饰品；一些小的商店门窗上也贴

出了白色的圣诞“雪花”，挂出红色的圣诞帽子。

大型商场、超市圣诞氛围浓厚

在鹤煤大道一家超市， 货架前摆满了各种圣诞

主题饰品：圣诞老人的驯鹿、圣诞老人的雪房子、圣

诞铃铛、 圣诞老人贴画……引来好奇的孩子前来摆

弄。商家为了吸引眼球，门口的迎宾人员在一周前就

穿上了圣诞老人衣服。

“我们影楼为了迎接‘双节’，提前做起了活动。”

12 月 11 日， 位于淮河路上的一家婚纱影楼的工作

人员说。 现在他们正在借着圣诞节氛围搞一些年末

促销活动。

在新世纪广场附近的一家商场， 记者看到有的

服装专卖店布置了彩色的气球，有的摆放了圣诞树、

圣诞老人， 还有的店面上挂满了圣诞铃铛和圣诞老

人的驯鹿。

“最近这几天的营业额不错， 是往常的两倍多，

主要是我们提前做圣诞促销活动带来的。”一家商场

里的羽绒服专卖店老板说。

圣诞主题饰品畅销

“最近这几天的生意还不错，买圣诞主题饰品的

人很多。我们准备 24 日前再进一批货。”鹤壁高中附

近的一家饰品店的老板说。

在广场步行街摆地摊的一个老板说， 他们每年

这个时候就会进一批圣诞主题饰品进行销售， 年轻

人买的多一些。 还有一些是小商店的老板或者饭店

的老板会买，他们买回去主要是装饰店面。

有的礼品店的老板对于圣诞节并不“感冒”。“因

为圣诞饰品是一个限时销售的物品，过了那几天，买

的人就少了。 ”华夏南路上一家礼品店的老板说。 他

们店常年销售各种婚庆礼品和家具饰品， 到圣诞节

的时候并不会刻意进一些货。

消费人群：年轻人居多 老年人不“感冒”

现在年轻人过圣诞节的还挺多， 特别是 12 月

24 日平安夜，“平安果”很好销售。

“我准备送女朋友一个圣诞礼物。 ”今年刚参加

工作的郭先生说。他平时工作挺忙，平时也没机会制

造浪漫，想着快过圣诞节了，可以买个礼物表达一下

自己对女朋友的爱意。

淇滨区某学校 24 日晚上将举行“平安夜，狂欢

节”活动。 该校的李老师告诉记者，之所以举办这样

的活动，一是为了学校与国际接轨，二是丰富学生课

余生活。 孩子们的热情都很高。

当然，也有部分市民对于圣诞节并不“感冒”。“不了

解，对这些节日不感兴趣，也不会等着圣诞节这一天来

购物。 ”采访中，正在商场购物的 76岁的蔡大娘说。

在配合医护人员急救时需注意什么呢？

拨打 120 时，要将地址说清楚 ；在拨打 120 的同时最

好与自己的亲属或邻居取得联系 ， 安排人 员在附近路

口、小区门口等待救护车 ，做好 救 护 车 的 指引工作；积

极配合医护人员抬运伤病者；提前清理楼道，转移障碍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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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 月 13 日，今年———

市区120接报警万余起

近两成是骚扰电话

□

晨报见习记者 田思民

近日，北京一急救车因遇堵后多车不让道，导致伤者抢救不及时而

身亡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市 120 急救情况如何呢？ 记者进

行了调查。

12 月 13 日上午， 记者从我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了解

到，2012 年 1 月 1 日至当日，我市市区 120 救护车总共派出

10306 次，其中中止任务 290 次，放空车 1631 次，实派 8385

次。120 救护车中止任务和放空车的现象很大一部分是源于

骚扰电话里的虚假信息。

“每天接到的骚扰电话能有 50 多个。 ”120 急救指挥中

心的工作人员杨女士说。 急救指挥中心平均每天接到电话

200 多个，有效急救信息 30 多个，骚扰电话则多达 50 多个。

她告诉记者，骚扰电话也分两种，一种是明显的骚扰电话，

工作人员容易判断的；另外一种就是恶意的虚假电话、谎报

电话，给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之前，有位女士打来电话说需要急救，声调、语气各方

面听起来确实像位危急病人。 当救护车再与她联系时就联

系不上了。”杨女士说。由于担心病人的安危，急救指挥中心

就和 110 协作，通过技术手段查到该女士的地址后，发现她

并无病状。“打骚扰电话不是儿戏，关乎他人的生命安全，拨

打一个骚扰电话， 也许就会使真正需要急救帮助的求救电

话打不进来。 ”杨女士说。

每天接报警电话 200 多个 50 多个是骚扰电话

随后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和京立医院的急救科， 采访

了救护车司机和经常随车接诊的医护人员， 他们向记者反

映了几点救护车通行时遇到的问题。

“救护车出诊，遇到红灯有优先通过的权限，但是由于

前车不避让，致使救护车也得等待。 ”市人民医院接诊人员

说。 我市交通情况较好，很少出现堵车现象，但车辆对救护

车多采取不避让态度。

“进小区难 ，特别是夜间 ，车辆都在小区停放时，救

护车的进入和掉头都很困难 。 ”很多救护车司机向记者

反映 。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救护车开到楼底下 ，但因为小

区内停车占用了道路，救护车很难开到单元门口，就算

开进去，掉头也是一项难题。 楼道里停放的电动车 、自行

车和杂物，同样影响急救工作的开展 。 病人需要乘用担

架时，需要先将楼道里的障碍物清除 ，但很耽误抢救时

间 。 农村道路上铺晒玉米 、小麦等，也为救护车通行造成

了不便 。

个别小区内停车不规范 救护车通行不方便

“很多患小病、受轻伤的人也会打 120，让救护车接到医

院。”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因为有些市民认为打 120

不要钱，救护车接诊也是免费的，于是动不动就打电话让救

护车去接，这样其实是对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有可能致使

在接到危急病人的求助电话时无车可去。 记者了解到，虽然

救护车是免费的，但是出动一次还包括医护出诊费、急诊诊

查费等费用，这些并不完全免费。 因此，如果只是小病、轻

伤，建议打的前去医院医治。

“希望病人及其家属能积极配合我们的急救工作。 ”一

位护士告诉记者。 当救护车到达病人家里时，很多病人及其

家属就会把所有的工作交给他们。 医护人员以女性居多，当

病人体重较重并居住在高楼层时， 这些女性医护人员很难

将病人抬运下来。 他们希望能得到病人家属或其他在场人

员的配合与协助。

小病、轻伤建议打的去医院 以避免占用公共医疗资源

报警电话信息要准确详细 可提前安排人员在附近等待

地摊上销售的圣诞主题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