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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晚报》是一张知识性、娱乐性和
服务性很强的都市报。 为让晚报报道的内
容更鲜活，更能贴近民众，现面向全市招
聘老年记者若干名。只要您有一定的写作基
础，只要您热心于新闻工作，只要您自费订阅
一份《信阳晚报》，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年记
者，您就可以享受到从事新闻工作的乐趣。

如果被我们聘为老年记者，我们将给
您办理相关的证件，您就可以从事采访活
动了， 您就可以采访记录您身边的人和

事。

老年是迟开的花，老年是天边的霞。 可能
您人生中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 不要紧，加
盟我们的团队， 我们会让迟开的花更娇艳，

让天边的霞更绚烂！

真诚欢迎您的加盟！

报名热线：

6207618 13837666109

联系人：张勇
报名地址：信阳市中山南路信阳日报

社办公楼三楼
302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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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家长都在为自己孩子的
写作能力发愁， 他们到处补课却鲜见成
效。 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关键是要培养
孩子的写作兴趣， 激发他们的写作潜能。

如果哪一天，您孩子的一篇习作能发表在
报纸上，这无疑会大大激发您孩子的写作
热情和写作兴趣。 现在《信阳晚报》就给您
和您的孩子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只要您订
一份《信阳晚报》，您的孩子就可以成为我
们的小记者，我们除在节假日组织小记者

开展活动外，还开办了萌芽专版，专门刊登
中小学生的习作。 我们除优先发表小记者们
的习作外， 还对他们的写作进行一定的指导。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小记者们的写作水平会
不断提高，并从此踏上文学圆梦之旅。

为了孩子，敬请加盟！

报名热线：

6207618 13837666109

联系人：张勇
报名地址：信阳市中山南路信阳日报社办

公楼三楼
302

房间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小记者 信阳晚报社招聘老年记者启事

使用年限为6年超龄服役存隐患

你家电热毯“超期服役”了吗？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马依钒）

近日，我市气温急转直下，让人有点猝不及
防， 夜晚的低温让很多市民想起了电热
毯。 一些市民开始去商场选购，还有一
些便找出家里存放的电热毯，准备过冬。殊
不知，电热毯也有“服役”年限，一般使用年
限为

6

年， 使用时间过长容易出现安全事
故。

昨日，记者走访市内多家大型超市发
现， 不少超市都辟出电热毯专区， 集中销
售，种类很多，价格从二十几元到几百元。

某超市负责小家电专区的工作人员吴晓清
告诉记者，从

10

月中旬开始，气温不断下
降，电热毯就越来越好卖了。

电热毯热销， 但是很多顾客甚至部分
销售人员都不清楚电热毯有使用年限。 在
位于申泰批发市场的一家专卖电热毯的商

铺内，前来购买电热毯的市民络绎不绝，售
货员也忙着向顾客推销。 当记者询问她是
否知道电热毯的使用年限时， 她一边支吾
不语，一边有些慌乱地翻看产品外包装盒。

当看到一款电热毯外包装上写着“电热毯
使用年限建议为

6

年”的字样时，顾客刘女
士惊讶地说道：“原来还真有使用年限啊，

以前真没注意。前几天，我从柜子里拿出已
经用了七八年的电热毯，还好当时不通电，

要不然还继续使用的话， 出了安全问题怎
么办？ ”

电热毯到底能用多少年？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质量科一位周姓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我市尚没有电热毯生产企业，因此，我
市质检部门也没有对电热毯进行过质量监
督和检测。但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的《百名专
家讲解产品质量》中，对电热毯质量进行了

专题分析。 据介绍， 国家对电热毯电安全
性、热安全线、机械强度和结构方面都有严
格的标准。 国家质检总局主管的中国质检
网上也发布了有关电热毯使用寿命的消
息。 根据

2008

年年初国家出台的《电热毯
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使用规定》，

不管什么品牌的电热毯， 它的使用寿命只
有

6

年。因为电热毯的发热线保护绝缘层，

在使用
6

年后，便开始老化、开裂，其绝缘
性能和受压程度会大大下降， 使用年限过
长，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选购电热毯时千万不要只图便宜，最好
到正规商场购买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及
合格证俱全的产品。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使
用年限， 避免发生因超期使用而引起的安
全事故。

天气干燥加湿器“登场”

专家表示：使用不当易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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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郑烨）冬季天气寒
冷，不少家庭使用电暖器、空调时会感觉
室内干燥，很多市民为了净化、湿润室内
空气，选择使用加湿器。然而，加湿器的选用
颇有讲究，如果选择使用不当则会适得其反，

增加人体感染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

昨日， 记者走访我市商场超市发现，

种类繁多的加湿器被摆放在市场里醒目
的位置。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加湿
器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加湿功能，还添加
了各种不同的附加功能。 一般普通型加湿
器售价在

200

元以内；具有除菌、净化空
气、自动加湿功能的负离子加湿器以及超
声波静音加湿器一般售价较高，根据品牌

的不同，价格则在
300

元至
600

元；还有
一种是与矿泉水瓶连接就能喷雾，由于其
体积小巧，比较受上班族、年轻女性的青
睐。 但也有不少市民用自己的办法来加
湿。 “我家里去年安装的燃气取暖设备，每
个房间都有暖气片，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干
燥，想买个加湿器缓解一下。 但无意中在
电视上看到一档家政服务类节目，说是将
湿毛巾一半搭在暖气片上，一半放在水盆
里就可以达到加湿的功能，我在家试验了
一下，效果还不错，既省钱又实用。 ”市民
苏阿姨告诉记者。

那么，如何使用加湿器才正确呢？ 市
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徐主任表示，空气干

燥特别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尤其在气温
突降的时候， 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下降，

细菌、病毒可乘虚而入，而加湿器所产生
的水雾有很强的吸附力，会吸附空气中的
病菌、粉尘，加速其在空气中扩散，人们在
这样的环境中待得久了，易引发呼吸道疾
病。 因此加湿器使用时间不宜过长，一般
几个小时为宜，室内湿度要随时根据天气
情况、室内外的温度进行调节，而冬季最
适宜的空气湿度是

40%～60%

。 另外，使用
加湿器最好使用凉白开、纯净水或含有杂
质较少的蒸馏水，并坚持每天换水，每两
周彻底清洗一次。 同时，要注意房间内通
风，加快空气流通，保持空气新鲜。

街头板栗飘香
美味不能贪食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吴楠李秋艳）俗话
说：“七月杨桃八月楂，十月板栗笑哈哈。 ”每到
金秋时节， 炒板栗店和摊点随处可见， 每每路
过，很多人都会被扑鼻的甜香味儿吸引，忍不住
买上一包解解馋。 如今虽然很多食品已不受时
节的限制，四季都可以买到，但是这时的板栗尤
其好吃，是其他季节无法比的。

美味板栗走俏大街小巷
信阳素有“板栗之乡”之称，每年中秋节以

后， 在市内的大街小巷包括菜市场都会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板栗铺， 或手工炒制， 或大滚筒翻
炒，对于喜欢吃板栗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便捷
的。

“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吃板栗，从板栗刚上
市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断过， 每次出来买菜我
都会买上一大包。现在街上卖板栗的也很多，非
常方便。 ”在四一路上，正在选购板栗的王琳笑
呵呵地对记者说。

同样在挑选板栗的小李告诉记者， 每次下
班的时候都会买上一大包， 最喜欢一边吃着板
栗一边喝着柚子茶。 “这样搭配非常美味，我家
是周口的，那边板栗不多，想吃也不太好买到。

来信阳工作以后可算是让我大饱了口福。 走在
路上，随时都能买到可口的板栗，尤其是现在这
样寒冷的天气， 买一包刚炒熟的热腾腾的板栗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

产量减少板栗价格走高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板栗价格

较往年相对贵了一点。往年大概都是
10

元钱一
斤，但是今年差不多都是十三四元钱一斤，也有
些成色好个头大的要十五六元钱一斤。

“今年天气比较干燥，板栗产量也少，所以
价钱相对会比较贵一点。”在新华东路上卖板栗
的老杨一边娴熟地翻炒着锅内的板栗一边说
道。老杨常年在此卖板栗，他告诉记者：“我卖的
板栗都是自家树上收的， 虽说今年的价钱贵了
点，但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我家里今年收了
好几吨，一部分自己拿出来卖，一部分批发给外
地人，现在剩的已经不多了。 ”

也有不少商贩会从外地进板栗卖， 四一路
上的何老板便是其中之一。 “我的板栗都是
从河北迁西批发的，个头大，生虫少，所以
价钱会比当地的贵。 ”何老板会提前对每位
买板栗的顾客这样说道。 何老板告诉记者，

迁西的板栗比本地的稍微大些，水分也多，贮藏
的时间相对更久一点。因此，他家的板栗会比别
家贵，要

15

元钱一斤。

板栗虽好吃却不能多吃
《本草纲目》：“栗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 ”

申城大道一中医门诊的老中医告诉记者， 熟食
板栗能和胃健脾，缓解脾虚。 将板栗仁蒸熟、磨
粉，制成糕饼，适用于饮食少、身体瘦弱的儿童，

以增加食欲，调理肠胃。 用板栗和粳米熬粥，既
有利于脾胃虚寒所致的慢性腹泻患者早日康
复， 也是老年人消化不良、 气虚乏力的食疗验
方。

虽然板栗好吃又美味，但是不能过多食用。

该老中医说：“板栗生食难消化， 熟食又容易滞
气，一次吃得太多会伤脾胃，每天最多吃十几颗
就可以了。 另外，板栗的含糖量非常高，对于患
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应该少吃或者最好不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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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使用时间较长，又
加之车辆的碾轧， 申城大
道西侧的人行道严重老
化， 人行道上的地砖凹凸
不平， 不少地方的地砖已
经松动，并出现不少坑洞，

给市民出行造成极大不
便。 为了给市民提供通畅、

平整、安全人行道，昨日，

市政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
这一路段的人行道砖进行
重新铺设。 图为工人正在
铺设人行道砖。

本报记者郑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