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疏于照管
孩子频频走失
警方已接到报案

20余起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每天都

有人因为孩子走失到我们这

儿来报案， 最多的一天我们

接到

4

起报案， 最少的一天

也接到了两起。 ”

2

月

2

日，

山城区公安分局公园派出所

的民警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 许多市民都

选择了一家老小一块儿去公

园游玩， 但由于一些父母疏

忽， 频频有孩子走失。 据公

园派出所的民警介绍， 他们

在节日期间接到关于儿童走

失的报案多达

20

余起。 他

们在公园巡逻期间也经常看

到因为找不到父母而哇哇大

哭的儿童。 在走失的孩子

中， 最小的才两岁， 最大的

5

岁。

公园派出所的民警提醒

市民，马上就到元宵节了，家

长在领孩子外出游玩时一定

要多留心， 尽量不要让孩子

离开自己的视线。 让孩子记

住家长的姓名、单位、家庭住

址及电话号码， 同时要让孩

子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和陌

生人交谈， 找不到家长时应

及时向警察求助。

又到“街头元宵”

现身时
市民更青睐袋装货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

元宵节将近，

2

月

2

日，记者

在山城区采访时发现， 和往

年一样， 街头已经开始陆陆

续续出现一些临时制售元宵

摊点。 这些现做现卖的元宵

虽然很新鲜， 但其卫生状况

却不尽如人意。

2

月

2

日下午， 记者在

山城区长风路、 春雷路、 红

旗街、 山城路等路段发现，

路边出现了不少现做现卖元

宵的流动摊点。 这些元宵不

仅品种齐全， 且价格也不

高，

8

元

1

公斤， 吸引了不

少过往行人购买。 记者发

现， 这些街头摊点大多比较

简陋， 仅仅是一辆三轮车、

一个大笸箩和一些制作元宵

的原料。

这些摊点大都设在人来

车往的路边， 无任何防尘措

施。 一个销售元宵的摊贩告

诉记者：“以前没有袋装元宵

的时候大家吃的元宵不都是

这样做出来的吗？ ”

红旗街的刘女士说，她

宁肯多花点钱也要购买正规

厂家生产的袋装元宵，“以前

我也买过街头元宵， 虽然买

的口味儿不同， 但吃起来却

没有多大差别， 而且皮厚馅

少，最重要的是，其卫生状况

很让人担忧。 ”平时很注重饮

食卫生的陈先生说：“虽然比

街头元宵贵一点， 我还是会

买有合格证和保质期的袋装

元宵。 这种卖街头元宵的都

是流动摊点， 万一吃出什么

问题只能自认倒霉。 ”

山城区消费者协会提醒

广大市民， 购买元宵时一定

要到有经营资格、 信誉好的

商场或超市购买， 购买时要

注意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信

息。 （线索提供：陆俊花）

今年春节，很多市民家里

的餐桌上出现了肉多蔬菜少

的情况。 由于菜价直攀肉价，

不少市民选择了过“肉年”。

◆饭桌上肉多菜少

“今年过节我家饭桌上几

乎都是肉菜，青菜很少。 ”家住

新区的刘女士说，“年前我和

我妈去买菜，发现不少蔬菜价

格高得吓人，于是我们决定今

年过‘肉年’。 ”有市民表示，自

年前准备年货时起，蔬菜的价

格就一直居高不下，因此不少

市民都将蔬菜留到最后购买

以期其价格能够回落。“年前

我去买洋白菜，两个就要十来

块钱，都够一斤多猪肉的价格

了。 原以为是快过年了才这

样，可年初六我去买菜时价格

还是很高。 ”何女士无奈地说。

◆价格高位因收成低

记者就此走访了市内的

多个菜市场。一位来买菜的女

士告诉记者，蒜薹要三块多一

斤，青椒的价格已经涨到四块

半了。九州农贸市场的一位菜

农说：“今年天气干旱，收成不

好，加上蔬菜种类偏少，蔬菜

批发价格相应提高了，菜价自

然就上涨了。 ”

◆蔬菜批发商： 收入

不如往年

淇滨农贸市场的一位蔬

菜批发商大叹收入不比往年。

“因为成本增加了， 今年的收

入反而不如往年了。 我们批

发蔬菜时基本不选本地菜，

本地菜种类少价格高， 我们

干脆开车到安阳或者新乡郑

州去批发蔬菜。 增加的运费

只能算在蔬菜价格上了。”

◆

物价部门：菜价高位

不会持久

市物价管理部门的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蔬菜

价格确实要比往年高些。造成

目前菜价高位的原因主要是

今年冬天旱情严重，蔬菜成活

率比较低，导致了市场上蔬菜

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再加上过

年期间蔬菜供不应求，造成蔬

菜市场价格偏高。

同时， 物价部门也表示，

市民对于这种情况不必过分

担忧，菜价高位的情况不会持

续太长时间， 等天气暖和些，

菜价就会自然降下来。

“不归族”：

他乡过年
也精彩

晨报见习记者 陈静

无论平时身在何处，中

国人在过年时总会回家与亲

人团聚。 今年，记者发现，很

多在鹤城打拼的外乡人却选

择了留在这儿过年。

◆怕难坐车，想多挣钱

老家在山西的小李对记

者说， 每次春节回家都跟打

仗似的， 提前好多天就得开

始准备， 而且坐车太难。 今

年， 小李一改往年回家过年

的习惯，选择了留在鹤壁。

“其实，过年不回家也有

好处，春节这几天工资高，是

个挣钱的好机会。 ”小李说，

因为大家都回家过年， 不少

地方都缺人手， 所以工资比

平时高很多。 小李说他今年

就趁春节拿了一回高工资。

◆怕丢饭碗 想保工作

“现在工作不好找，所以

我牺牲了回家过年的机会，

为了更好地保住工作。 ”已经

在鹤壁工作了

4

年的山西人

王峰告诉记者， 他们单位实

行岗位淘汰制度， 为了表现

得更出色， 得到更多的升迁

机会， 他选择了过年期间留

在鹤壁加班。“外地人本来就

会给人容易跳槽的感觉，我

就趁这几天埋头苦干一番，

好好表现一把。 ”王峰说，虽

然没有回家过年却也不觉得

孤单， 因为单位很多同事经

常邀请他去聚餐， 他还是感

受到了春节的喜庆气氛。

◆怕催结婚 想不心烦

“回家是好， 可一回家

就有人不停地催我结婚， 烦

死了。”

26

岁的河北姑娘小

庄中专毕业后开始在外打

拼， 从去年

4

月份开始在我

市一家企业工作。 往年她都

会回家过年， 但今年她却打

定主意在鹤壁过年。 被问及

原因时， 小庄说是因为害怕

父母催自己结婚。 小庄说：

“我特别希望能多跟家里人

说说心里话， 可是家人总是

催我去相亲， 想起来就心

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

些不愿回家过年的“不归族”

春节过得也十分开心。 他们

告诉记者，只要好好计划，在

他乡过年一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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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攀肉价 市民过“ 肉年”

物价部门：菜价高位不会持久

晨报见习记者 周凯楠

晨报讯（见习记者 李

崇）“最近几天， 屋子里、 楼

道里都有一股异味， 呛得要

命！”

2

月

3

日上午， 家住市

直机关一号院的一位居民向

记者反映， “听说是因为热

力公司为了防止一些人盗用

暖气包里的热水往水里添加

了一些化学物质。 不知道这

种东西对人有没有害处。”

当天， 记者赶到了市直

机关一号院。 在居民所反映

的十一号楼里， 记者刚一走

进楼道， 便闻到浓浓的异

味， 气味很像大蒜。 在十一

号楼另外两个楼道里， 记者

也闻到了这种气味。 随后，

记者分别走进六、 七、 九、

十号楼， 在九、 十号楼里也

闻到了这种气味。

记者就此情况采访了小

区里的一些居民。 住在九号

楼的一位大娘告诉记者， 楼

道里出现这种异味已经好几

天了， 闻着特别难受。

随后， 记者拨通了热力

公司的电话，在电话中，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市直机

关一号院的居民不断向热力

公司反映小区暖气不热，一

方面是因为小区的一些管道

和暖气包存在漏水现象，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一些居民偷

用暖气包里的热水造成的。

针对这种情况， 热力公司往

水中添加了一种带有特殊气

味的除垢剂。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在

用于供热的水中添加这种除

垢剂。 这也是一种检查手

段， 通过气味， 我们可以检

查出哪里漏水， 也可以起到

除垢的作用。” 该工作人员

说， “另外， 一些居民会盗

用供热管道里的热水， 往水

里添加这种除垢剂后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防止居民盗用热

水。”

晨报讯（见习记者 周

凯楠）“急死人了，

9

点半就买

了去郑州的票， 等了半小时

还没坐上车。 听朋友说初六

那天也是这样， 买了票后还

得排队上车， 最后排了半个

小时也没坐上车。 ”在新区某

健身俱乐部工作的一位健身

教练向记者反映。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

九）上午

10

点半左右，记者

来到淇滨客运总站， 只见售

票处与检票处前都排起了长

队， 一些旅客拎着大包小包

匆忙地上下车， 一些旅客大

声询问着自己要坐的车辆是

否到站。 汽车站里面一派拥

挤繁忙的景象。

淇滨客运总站客运部负

责人解释， 汽车站在

1

月

31

日（农历正月初六）那天正式

迎来了客运高峰期。 该站尚

站长告诉记者：“从初六开

始， 我们已经把能用的车都

用上了。 尽管旅客在增多，但

是每天晚上六点时， 站里基

本没有乘客滞留。 ”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旅

客反映最多的就是到郑州的

车辆紧缺。 据了解，到郑州的

大巴大部分是从老区发过来

的，此外还有一些过路车。 客

运部门为缓解客运压力从初

六开始已经将发车频率由每

20

分钟一辆改为每

15

分钟

一辆车。 据客运部门另一负

责人介绍，这几天因为有雾，

影响了长途汽车的行驶速

度， 很多汽车因此出现了晚

点的情况。

客运部门一负责人告诉

记者：“其实上午

9

点前，乘

车的人都很少， 很多车辆在

发车时都还有空位。 ”

尚站长表示：“从

1

月

31

日开始， 节后返程客流开始

增加， 预计

2

月

11

日左右，

学生流和民工流会增多。 我

们会将所有车辆投入使用。

另外， 广大旅客朋友可以拨

打

3311079

询问发车情况。

这段时间， 每天的客运高峰

时段集中在上午

9

点到

10

点和下午

2

点到

3

点， 有重

要事情的旅客可以选择避开

这两个高峰时段。 ”

市民直呼坐车难
客运部门：避开高峰时段

“ 供热管道热水咋恁难闻？ ”

热力公司：为防盗水添加除垢剂所致

元宵将至 灯笼热销
元宵将至，灯笼开始热销。 2月 3日，在新区黎阳路西段，一位市民正在选购灯笼。 晨报见习记者 甄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