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6日是农历二月初二，各个理发店生意火暴，人们争理“龙抬头”，祈福今年好运相伴。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晨报讯 （见习 记 者

周凯楠） “前段时间朋友

都说我的幸福树已经不行

了。 不想却被几碗淘米水救

过来了， 现在又长出了新叶

子， 而且很多卷曲的叶子也

舒展开了。”

2

月

25

日， 家

住金都花园的赵飞先生向记

者展示了他那棵起死回生的

盆栽。

记者看到， 这棵树长得

十分不协调， 树枝一边多一

边少， 花盆旁还有落下来的

枯叶， 几个枝丫上有些嫩嫩

的小绿芽。

据了解， 这棵幸福树是

一个月前一位朋友送给赵飞

的。 刚搬来时， 这棵树长得

很旺盛。 可是半个月后， 叶

子开始泛黄并且还有很多掉

落下来。 时间不长， 一棵葱

绿的幸福树看上去快成“秃

子” 了。

记者从赵先生的描述中

得知， 这棵树的根部曾有些

腐烂的迹象， 为了这棵树，

赵先生多次请一些朋友来家

里查看， 但都没有什么好办

法。

赵先生说： “朋友本是

一番好意， 可树竟被我养成

了这样， 心里真是过意不

去， 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治好。”

后来赵先生得知这棵树

是在郑州陈砦花卉市场买

的， 于是决定带着树过去求

救。 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市场

里专卖幸福树的王老板。

仔细查看了这棵病树后

王老板说：“室内光线太暗，

通风透气性不好导致了树叶

枯萎掉落。 根部虽有腐烂的

迹象，但这树还有救，回家后

先浇几小碗淘米水试试。 再

在盆景下面垫上一个盛有少

量水的小托盘， 这样的话过

两天应该能活过来。 如果哪

天天气暖和，阳光充足，可以

让树通通风晒晒太阳， 这样

很快就会长出新叶子了。

王老板还说， 因为室内

空气干燥， 可以每天在幸福

树的叶上喷洒两三次清水，

能有效防止新叶片叶尖枯

黄。 王老板也特别提醒像赵

先生一样家有幸福树的市

民， 在浇树时要做到不干不

浇，要浇就浇透，应该让幸福

树勤晒太阳。 很多幸福树还

会因为营养土的问题而排水

不便，吸水不充分，必要时可

以更换营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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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见习记者 陈

海寅） “我家住在大伾路北

段， 附近有‘红满堂’ 饭

店， 我们出入都会经过饭店

门口。 前段时间饭店经常往

门前的绿化带里倒泔水， 臭

味特别大， 附近居民都很有

意见。”

2

月

24

日， 赵先生

给记者打来了热线电话。

2

月

25

日下午， 记者

来到了位于大伾路北段的

“红满堂” 饭店。 在饭店门

口， 记者看到门前的绿化带

里还有几处尚未洇干的泔水

痕迹。 附近居民王女士告诉

记者： “饭店每天都倒， 很

难闻。 你看看， 这绿化带快

成了他们的泔水池了。 别说

我们受不了， 时间长了， 绿

化带里的植物还能活吗？”

随后记者采访了饭店负

责人曾先生。 曾先生说：

“门前绿化带里的泔水不是

故意倒的。 我们都是把泔水

倒在泔水车里， 每天有专人

过来拉。 可能是员工倒泔水

的时候不小心洒在那儿了。

而且前段时间拉泔水的车子

漏了， 就洒在了绿化带里。”

曾先生告诉记者， 附近

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 他们

以后一定会改正。

希望及时清理污水

新区蔡女士25 日反映：

她在淇滨大道水务集团门前

看到人行道上都是污水，已

经在慢车道上积了一尺多

深， 她希望市政部门尽快处

理一下。

市政管理处回复： 将尽

快妥善处理此处污水。

晨报见习记者 白瑞

希望路灯别关太早

山城区王先生 24 日反

映：街道上的路灯关得太早，

红旗街和长风路这些主干道

上的路灯， 早上不到

6

时就

关了。那时天还没亮，一些起

早上班的市民都是摸黑行

走，很不安全。

山城区市政管理处回

复：已和路灯班协调过此事，

关灯时间将改为

6

时

30

分。

晨报见习记者 陈海寅

希望公厕正常开放

新区付先生 24 日反

映： 军民花园门口的淇河路

上有个公厕， 最近一星期不

知道什么原因一直锁着门。

新区环卫处公厕办回

复： 因为水务集团的管道没

有铺到那边， 所以公厕用的

水都是附近天海集团的。 有

时遇上停水， 公厕就不能正

常开放。 这次是因为化粪池

满了， 清理化粪池的车辆昨

天才修好， 所以近几天没有

开门。 他们会尽快清理好化

粪池，正常开放公厕。

晨报见习记者 陈海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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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带
成泔水池
饭店：闻过即改

晨报讯（见习记者 叶

晓伟）“我在街上买了一瓶指

甲油， 涂在指甲上挺好看

的， 可是想去掉却不是件容

易的事情。 我用专门的洗指

甲水也洗不干净。”

2

月

25

日， 新区的徐女士告诉记

者。

据徐女士说， 她和朋友

在逛街时买了一瓶指甲油，

没想到质量这么差。“你看，

我的手指上残留的印痕多难

看。 这还不要紧，我就怕残留

的指甲油对人体有害。 ”

随后， 记者在淇滨商贸

城、步行街两元店、华山路等

几家店铺内看到， 柜台上摆

满了各种颜色的指甲油。 这

些指甲油的价格从两元到十

几元不等。 很多指甲油瓶上

只有英文或者韩文， 没有中

文。 而且看不到明确的生产

标识，质量很难保证。 记者采

访了几名正在选购指甲油的

女孩子， 她们大多数只关注

指甲油的颜色以及效果，而

对指甲油的生产日期和质量

并不在意。

2

月

26

日， 记者采访了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检测

中心的工作人员王杨。 他说：

“指甲油中的化学物质汞

(HG)

、铅（

PH

）、砷

(AS)

的含量

是检验指甲油合格与否的重

要标准。 现在市场上有不少

‘三无’产品，许多化学成分

超标，对人的健康不利。 有一

些内容是必须标注的， 包括

生产标识、产地、生产厂家名

称和地址、 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产品执行标准号等。 ”王

杨提醒广大消费者， 买指甲

油时不要贪图便宜， 要认准

国家规定的标识。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

实习生 卢鑫）“二月二吃年

糕，壮筋骨不闪腰。 ”

2

月

25

日， 新区九州农贸市场西门

口， 一位老者边炸年糕边念

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二

月二” 这天新区一些农贸市

场、超市内的年糕卖得很火。

当天上午， 记者在九州

农贸市场、利民农贸市场、鹤

翔东区等地看到， 卖年糕的

小贩一下子多了起来。 年糕

的种类也五花八门， 有糯米

做的，有黏玉米做的，还黍米

面做的。

生意最火的当属九州农

贸市场西门口的一位老者，

老先生边炸年糕， 边招呼客

人。 凡在摊前停留的市民，老

先生都会大方地送上一块炸

好的年糕让其品尝。 遇到上

年纪的人购买生年糕， 老先

生都会多送一些。当天下午

5

时左右， 记者再一次见到这

位老者时，

200

公斤左右的生

年糕已全部卖光。

一位上年纪的女士说，

“二月二，龙抬头”，在鹤壁这

一带素有吃年糕的习俗。 过

去年糕多由黍米做成， 这些

年很难见到黍米面了。 现在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

视， 一些渐渐消失的习俗又

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今年

终于又吃到纯正的黍米年糕

了。

“ 二月二”又闻年糕香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

实习生 任慧）“

24

年了，俺

终于不再是‘黑户’了。 ”

2

月

25

日下午，看着崭新的《居民

户口簿》，

82

岁的李老伯激动

地对前来给他送户口簿的山

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民警

说。

李老伯退休前系山城区

一机械厂职工，

1985

年他将

户口迁往原籍， 途中不慎将

迁移证丢失， 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没能入户。

24

年来他成

了一名“黑户”，此事给李老

伯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前些日子， 李老伯所在

单位发放退休工资全部实行

到银行领取， 他因为没有户

口簿和身份证， 一直无法正

常领取工资。

山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李老伯

的情况后， 立即着手为他解

决户口和身份证问题。 民警

先后走访了李老伯的单位、

居委会和邻居， 取得了相关

证明。 为使年过八旬的李老

伯免受奔波之苦， 所有的手

续都是由民警出面负责办理

的。 经过多方努力，李老伯终

于拿到了户口簿，

24

年的“黑

户”生涯得以结束。

“黑户”生涯 24年

八旬老人终于有了户口

涂上容易洗掉难

劣质指甲油危害大

卖家支妙着儿

淘米水救活
“ 病危”盆景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

见习记者 秦颖）

2

月

26

日是

农历二月初二，许多市民都争

着在“龙抬头”这天理发，希望

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理

发店的生意也异常火暴起来。

■理发要预约

2

月

25

日晚，记者在山城

区长风路一美发店看到，不时

有人前来预约“龙抬头”这天

理发。 该店理发师小邢告诉记

者：“一周前就有许多顾客预

约到‘二月二’理发，其中大多

是给孩子理的。 平时都是上午

9

时左右开门，‘二月二’这天，

早上

7

时就得开门。 ”在山城

区多家理发店，记者看到他们

都打出了“龙抬头理发提前预

约”的招牌。

26

日，家住山城区红旗街

的赵先生告诉记者：“去年二

月初二， 我和孩子为了理发，

跑遍了山城区大大小小的理

发店，到哪儿都要排队，直到

晚上

10

时多才找到一家人少

的店。 今年我提前准备，早早

就预约好了。 ”

■顾客多是儿童

26

日，记者在新区各家理

发店里发现来理发的顾客大

多是儿童。 店主侯春萍告诉记

者，平时很少有孩子来这里理

发，但是今天来理发的小孩子

有很多，大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一块过来的。

记者来到九州路的一家

宝宝护理室，发现许多父母抱

着婴儿在排队等着理发，经询

问年龄最小的只有两个半月。

“今天给宝宝修一下头发

就可以了。 ”其中一位宝宝的

母亲告诉记者。 原来她上个星

期六才给宝宝理过发，但是因

为“二月二”，老家有理发的传

统，所以今天又过来了。

这家专门做宝宝生意的

老板告诉记者，今天一上午来

理发的宝宝不下

20

个， 店里

人手较少根本忙不过来。 本来

店里还有上门为宝宝理发的

业务，今天也暂时取消了。“就

这样忙得连轴转，还有不少等

不及的家长抱着宝宝走了。 ”

“ 二月二”剃龙头 发廊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