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直机关三号家属院的

李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家大门

的防盗门内经常被塞一些补

肾壮阳的药品小广告，甚至小

区内还曾出现“迷药”、“春药”

之类的小广告。这不仅影响小

区环境卫生，更让人担心的是

这些广告会对孩子产生怎样

的影响。

“我们这栋楼的门都是锁

着的， 也不知道那些发广告

的人是怎么进来的？”

23

日，

记者来到三号院， 李先生家

防盗门内刚好就塞着几张广

告， 李先生抽出门上的广告

一看内容， 又是一些药品广

告， 很生气地对记者说：“几

乎每层楼每户门口都能找到

这样的广告， 你看看这些广

告的内容， 如果孩子看到怎

么办？”

记者接过李先生手中的

广告一看，其中一张药品宣传

广告在大肆渲染该药品的疗

效的同时，还把夫妻性生活过

程及各种经验教训等描写得

细致入微。

采访中记者发现，街头停

放的自行车车筐内时不时就

会被塞进各种广告宣传单。

李先生碰到的这种事情，

也有不少市民有类似的经历。

记者在三号院采访时，

60

岁的李老太太告诉记者：

“我和老伴都快

60

岁了， 还

经常都看到这些东西， 真是

烦人。”

按照有关规定，医药广告

必须经卫生、工商等部门严格

审查批准后， 才可以散发传

播，但是记者所见到的药品小

广告上根本看不到审批的部

门。

无孔不入的小广告污染

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

“黄色”药品小广告，对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也造成一定不

良影响。

对此多数市民表示无奈：

“孩子们的好奇心比较重，最

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给孩子造

成不良影响。 我们也很无奈，

也只能靠相关部门加大治理

力度。 ”

“ 黄色”小广告何时不再扰民？

晨报见习记者 侯韶莹 苗苗

谈笑风生：随着春节

的临近，小区里办喜事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结婚

原本是好事，贴上大红的

喜字， 放上喜庆的音乐，

燃上“噼啪”的鞭炮，屋里

屋外热热闹闹。 可一大早

就响个不停的音乐和鞭

炮声让周围的邻居不得

安生，真可谓“一家欢喜

几家愁”。 今天请朋友们

来谈谈自己对此事的看

法，办喜事究竟是该“热

闹点儿” 还是“安静点

儿”？

单调华丽：办喜事当

然要热闹点儿，悄悄办喜

事的人至今不多见。

浪漫风云：嗯，我也

有同感。 在我们农村，每

逢办喜事，都是用高音喇

叭放几天音乐，十里八乡

的乡亲们都能听到，多喜

庆！

营养凉白开：办喜事

可以热闹点， 但要适度，

我不赞成大声放音乐。 我

妈有心脏病， 喜欢安静，

平时我爸在家里看电视

都要把音量开得很小。 每

次小区里有人办喜事，震

天响的音乐都让爸妈受

不了。 每遇到这事，我妈

都会把窗户关严，把窗帘

拉上，躲到房间里，甚至

蒙上被子。

文武：是啊！ 我深有

体会， 上星期六早上，本

来打算好好睡一觉， 但

7

点刚过就被一阵音乐声

惊醒了，仔细一听是《百

鸟朝凤》。唉！小区里又有

人结婚了， 想继续睡觉，

却再也睡不着了。

动感超人：结婚可是

大事，一辈子也就结那么

一次。 放音乐、燃鞭炮，就

是图个喜庆图个热闹，又

不是天天办事，邻居们应

该理解。 我觉得该热闹点

儿。

晴朗：小区里办喜事

不允许放音乐，这一点也

不现实。 谁结婚不想喜庆

点儿，高兴点儿。 从古至

今，谁家办喜事不是锣鼓

喧天、欢天喜地？ 这是一

个传统习俗的问题。 几千

年来，我们的老祖宗就这

么流传下来的，不是仅凭

一个“扰民”的罪名就能

改变得了的。

简单： 我觉得也是，

谁家不办一回喜事，喜事

办得“热闹点儿”也无妨，

如果这时候邻居都不能

体谅点，这样的邻居也太

不够意思了。

小雨：我认为，办喜

事时可以放音乐、 燃鞭

炮，但音量一定要控制在

邻居们能够接受的范围

内，放音乐的时间也要控

制好，不要从早到晚不停

地放。 这样，既热闹了自

己，也不太影响他人了。

流沙河： 这样不错。

办喜事哪有静悄悄、偷偷

摸摸的？ 不过办喜事前，

可以征求一下周围邻居

们的意见，让邻居们也参

与其中，把热闹的程度控

制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

围之内。

谈笑风生：家里办喜

事都想图个热闹红火，这

大家都应该理解，但这种

热闹如何能让自己满意

也不让邻居反感，就是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办喜事

前，不妨把左邻右舍请到

家里来， 请大家来出主

意，如何把喜事办得既热

闹又不扰民。 这样做不仅

增加了邻里和睦，也会让

喜事办得更圆满。

（记者 邓少华 见

习记者 李敏 整理）

近日白菜价格低的相

关报道屡见报端。 本报 12

月 15 日 2 版《菜价下降菜

农忧》一经刊出，便引起很

大反响。

“今年白菜太便宜了，

一块钱七斤都找不到买家

儿。 ”佳和豪苑小区门口一

位姓王的菜农向笔者诉苦。

“去年种白菜的人少，

所以菜价不错。 今年光俺们

村种白菜的人都多了近一

倍，现在菜价都这么低了还

没人要。 ”一位从汤阴来的

菜农对笔者说。

菜价低、无销路成了今

年白菜菜农心中的痛。 辛苦

了那么长时间，不但挣不了

钱， 甚至连收回成本都难，

怨不得菜农很窝火。 是什么

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冬季餐桌“白菜主打”

的时代早已过去。 冬天菜篮

子的选择面越来越广，白菜

的市场就相对越来越小。 一

个并不大的市场蛋糕被如

此多的菜农分享，结果可想

而知。

缺乏对菜农及时准确

的引导，是导致这一现象的

重要原因。 如果相关部门提

前做好预测，对市场有一个

准确的判断之后引导菜农，

菜农或许就可以避开过度

种植，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跟风”、“随大溜”害苦了不

少菜农。

在今冬白菜市场面对

困窘时，相关部门可以从多

方面来帮助这些菜农渡过

难关， 例如积极做好宣传，

为大白菜牵线搭桥，寻找外

地买主； 开通运输绿色通

道，确保大白菜能及时运送

等。

家里办喜事，“ 热闹点儿”还是“ 安静点儿”？

晨报讯（见习记者 陈

静）“小伙子真是好样的。 ”出

租车司机王先生向记者反映，

12

月

21

日晚，一位好心的小

伙子乘坐他的出租车，把一位

迷路的陌生老太太从十矿送

回了冷泉的家。

王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

机，

12

月

21

日晚

6

时左右，

他拉了一位客人后，正准备从

十矿返回新区的时候，突然一

位小伙子扶着一个老太太拦

住了他的车。王先生摇下车窗

一看，这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多

岁，扶着的那个老太太看起来

七八十岁了。小伙子对王先生

说这位老太太因为来这儿找

孩子迷了路，希望能搭车把她

送回家。

“开始我很防备， 因为我

车上已经拉了一位乘客，而且

现在这种骗子多了，我怕给车

上的客人带来麻烦。 ”王先生

说，“小伙子要自己掏腰包给

钱，说天黑了不好找车。 那老

太太已经被冻得不停地发抖，

我和车上的乘客商量了一下

就让他们上车了。 ”

一路上，王先生见那个小

伙子一直在很细心地照顾那

老太太， 就询问了事情的经

过。 原来，这小伙子家是新区

的，来十矿这儿办事，发现这

个老太太在这附近逛来逛去

的，他上前一问才知道老太太

迷路。天黑了，越来越冷，老太

太衣着单薄， 身上又没有带

钱， 只好在这儿逛来逛去的。

他耐心询问，知道老太太家在

冷泉， 这才拦下王先生的车，

想把老太太送回去。

王先生听了很感动，“这

年头，这么热心的人真是不多

见了。 ”王先生几次问小伙子

的姓名， 但小伙子始终不说。

王先生只知道小伙子的大概

年龄、样貌特征，在聊天中也

得知小伙子的工作单位。

记者按照王先生提供的

这些线索，经多方打听终于找

到了这名年轻人。

原来这名小伙子名叫闫

晓伟， 是我市淇滨区审计局

的一名职工。 当记者跟闫晓

伟核实时， 他很不好意思地

说： “没什么的， 这都是该

做的。”

下期话题：春节陪自己父母，还是陪他（她）父母？

春节临近了，对有些年轻夫妇来说，这就面临一次

选择。 春节是万家欢聚的节日，是陪自己父母过，还是

他（她）父母过？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时，位于

市文化中心一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果展示室迎来了第

一批参观的市民，即日起，市

民可免费在展示室欣赏到

“泥咕咕、石雕”等部分被列

入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果的作品。

当天上午， 记者在市文

化中心看到， 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果展示室内既摆放有浚

县民间艺术大师王蓝田、 张

希和 （泥猴张） 、 宋学海

（泥玩宋）、 李连顺等人的

“马上封侯”、 “狮子滚绣

球”、 “十二生肖”、 “京剧

脸谱” 等传统泥咕咕和脸谱

作品， 也摆放有新一代泥塑

艺人宋庆春等人充满现代生

活气息的泥塑作品。

瞧！ 虎虎生威的十二生

肖、 活灵活现的猴子、 憨厚

壮实的老牛、 纯朴善良的农

家老汉等作品， 无不惟妙惟

肖， 几个跟随家长到展示室

参观的孩子盯着陈列柜中的

泥咕咕目不转睛， 在展览室

流连忘返。

据市文化中心负责人介

绍， 文化中心之所以专门开

辟此展示室， 旨在让更多市

民了解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果，并将其发扬广大。目

前展示室内共收藏泥咕咕、

泥塑作品

100

多件，下一步，

市文化中心将陆续把我市列

入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录的其他成果也

收入展示室， 免费供市民参

观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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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谈笑风生

晨报讯（见习记者 张凯

培）“注意注意！ 有犯罪嫌疑人

正在路口对一辆白色电动车进

行偷盗， 请附近民警立刻到达

现场！ ”

23

日，市公安局城市应

急指挥大厅， 工作人员正在展

示城市监控与报警系统使用后

的效果。 记者在监控中心的大

屏幕上看到，从发现案情、报警

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仅用了两

分钟。

据介绍， 我市城市监控与

报警系统于

2006

年开始筹划

实施， 总投资达

800

万元。 此

系统在全市范围内主要路口、

机关、 小区等重点区域建立全

天候、 全方位的治安监控点，

并与交巡警支队监控系统、 淇

县以及鹤山分局监控系统对

接， 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市的监

控网络。

城市监控与报警系统投入

使用后， 在监控中心就能对前

端任意一个图像进行观看和控

制， 监视器或大屏幕上能够显

示多路图像， 并对图像进行追

踪和特写显示，还可以抓拍、保

存图片。 其录像资料长时间保

存， 在监控中心就可查看到所

有监控点的录像资料。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截

止到目前， 市局指挥中心对全

市各个主要部位社会治安动态

已经基本达到看得见、摸得着、

防得牢、打得准的目标。 ”

该系统的建成和应用能够

有效预防多发性案件， 快速控

制各类突发事件， 对各种恐怖

暴力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案件

实施快速精确打击， 对社会救

助进行快速妥善处置， 进一步

提高了我市公安机关搞好城市

治安防控、 保障一方平安的能

力。

白菜滞销，因“ 跟风”导致的“ 失策”？

□叶晓伟

全市治安防控添“ 新兵”

城市监控与报警系统昨投用

小伙儿寒夜送迷路老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

即日起
可免费观赏

小小贺卡
遥寄深情

12 月 23 日,我市

湘江小学的一名学生

正在展示要送给灾区

小朋友的贺年卡。

当日， 市湘江小

学开展了和灾区小朋

友手拉手迎新年送祝

福活动。 学生们通过

贺年卡向灾区小朋友

遥寄祝福， 表达新年

的美好祝愿。

“我们希望那些

小朋友和我们一样身

体健康、学习进步，快

快乐乐！ ” 一位同学

说。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

街谈巷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