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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精神病医院在积极开展的医疗优质服务活动中，

以科室为单位，制订优质服务措施；坚持以医学治病，以情感
待人，热情接待病患这一特殊群体；精心诊断，对症治疗，创造
性地采取药物、心理、物理、音乐、文娱、体育等方法使病人的
病情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身体尽早得到康复回归社会，并建
立跟踪病患的服务，深受广大病患及家人的赞誉。图为信阳市
精神病医院院长王威

(

右二
)

同医务人员在广泛征求住院病患
意见时的情景。 李建设摄

天气寒冷实难挨电器取暖费用高

市民期盼集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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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周亚涛
实习生买祥发）近几日，我市
气温一直在

10℃

左右徘徊，夜
晚接近

0℃

。 凛冽的北风一刮，

初冬的寒意越来越浓了。在我市
没有集中供暖的情况下，市民主
要依靠取暖电器过冬，但是使用
取暖电器费用较高，市民期盼能
够集中供暖。

11

月
26

日，在东方红大道
某家商场内，正在选购电暖器的
李女士告诉记者，最近天气越来
越冷了， 上班时单位有空调，但
是下班到家就感觉特别冷，买个
电暖器取暖会感觉温暖多了。做

文字工作的张先生告诉记者，最
怕过冬了，因为夜里经常加班敲
键盘整理资料，冬天一到就赶紧
买了个暖手宝。

“进入
11

月份，来商场买取
暖电器的人特别多。 ”该商场工
作人员周女士告诉记者，由于我
市没有集中供暖，市民过冬都是
依靠取暖电器。“像这类暖风机，

一天就能卖出十多台。 ”周女士
指着一种取暖电器说道。

“每年冬天我家每月电费没
有低于

600

元的，一大半的钱都
用在了取暖上。 ”家住河区人
民路的张女士说。 她告诉记者，

家里有一个客厅两个卧室，卧
室里的壁式空调基本上每天
夜里都开着， 虽然客厅的柜
式空调开的时间少，但是用电量
非常大。

家住河区解放路的周先
生曾在北方上学和工作过，他告
诉记者，去年来信阳工作，刚开
始觉得天气很舒适，但是到了冬
天感觉特别冷，非常怀念北方冬
天有集中供暖的日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大多
数市民都支持城市集中供暖，虽
然集中供暖的费用也不低，但其
优势是空调等取暖设备所无法

比拟的。市民李先生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目前河南省内城市集
中供暖价格一般在

5.2

元
/

月平
方米至

6

元
/

月平方米， 以
5.5

元
/

月平方米计算的话，每个月
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屋所需
费用为

500

多元。 如果是采
用空调取暖的话，每日用电量
大约为

24

度，每月为
700

多度，

不考虑阶梯电价费用为
400

多
元。但是

100

平方米的房子一般
不止装一台空调。 所以比较起
来，集中供暖还是省钱的，希望
有关部门能尽快把集中供暖提
上日程。 ”

西红柿价格接连涨

成蔬菜界“新土豪”

信阳消息（记者马依钒）一度以
家常菜面目出现的西红柿近期却接连
涨价，成了菜摊儿上的高价菜。 昨日，

记者在市区一些菜市场采访了解到，

品相优良的西红柿甚至比鸡蛋还贵，

成了蔬菜界的“新土豪”。

在前段时间的蔬菜涨价潮中，西
红柿一直很安分， 价格始终稳定在

2

元
/

斤左右。 而如今，香菜、菠菜、小白
菜等这些涨价潮中的主角纷纷落价回
归平常，有的青菜甚至只卖到

1

元
/

斤
的时候，西红柿的价格却一路上涨。 昨
日早晨， 记者在东关菜市场和胜利路菜
市场了解到，品相较好的西红柿

5

元
/

斤，

比普通鸡蛋的价格还贵， 而质量稍差
的西红柿每斤至少也得

3.5

元。

“以前做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时
总是想多放西红柿少放鸡蛋， 现在就
不同了，考虑到西红柿的成本，我们宁
愿多放点鸡蛋。 ”在东关菜市场内，一
位正在购买西红柿的餐馆老板告诉记
者。

据大洋蔬菜批发市场的菜商刘世
海介绍，天气逐渐寒冷，每年的这个时
候，西红柿价格都会略微上涨，但是这
次的涨幅比较大。 主要原因是自入秋
以来， 我市适宜西红柿生长的天气逐
渐减少， 蔬菜市场上的西红柿全部来
自外地。 而近期从外地批发的西红柿
价格每斤上涨了

1

元左右，再将运输、

储藏等成本计算在内，水涨船高，这便
直接导致高价西红柿的出现。

刘富云：

小区里的“娱乐达人”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昨日下
午，记者刚走进位于五星路的报晓新村，就
听见了打鼓的声音，顺着鼓点声走过去，在
小区的广场上，一个由

20

位左右中老年人
组成的锣鼓队，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排
练，而站在队伍前方，敲着锣的，正是这个
锣鼓队的队长———刘富云。

过了大概
20

分钟，排练结束了，队伍
刚解散，作为队长的刘阿姨就被团团围住。

“刘队长呀，你说我老掌握不好这个鼓点的
节奏怎么办？”“老刘呀，这个鼓槌我怎么拿
都不舒服，这个姿势是不是不对？ ”一位阿
姨边说还边拿着鼓槌比画着。 “不好意思，

你先等等，我先给她们讲讲。 ”刘阿姨带着
歉意对记者说道。 “其实不难记，你把其中
几个主要鼓点记住了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
还是要经常来参加排练。”刘富云一边说一
边拿起鼓槌给旁边的人演示着。

“主要是队里来了几个新人，刚参加排
练，不熟悉节奏，我要把她们教会。”大约过
了

10

分钟，刘富云演示完之后，对记者说，

“我们这个锣鼓队本来只有十几个人，不少
人都是从别的小区过来的。 ”

刘富云说的这个锣鼓队成立于
4

年
前， 那时候的她才退休没多久， 孩子成家
了，孙子也被她照顾大了，工作了大半辈子
的她怎么也闲不住， 就去参加了老干部局
成立的“夕阳红艺术团”，但是每天往返于
家和老干部局之间，让她觉得有些累。 “毕
竟年纪大了，经不起每天这样来回跑。我就
想， 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小区成立一个类似
的队伍，然后，我就找了一些小区里退休的
居民商量，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
我们就成立了锣鼓队。”刘富云对记者讲述
了这个队伍的成立经过。

“我们刘队长不仅鼓打得好，快板打得
也不错， 舞狮舞龙她也会， 她可是多才多
艺，身兼数职呀。 ”一旁的王阿姨打趣地说
着，“因为快板不占场地，也不受时间限制，

所以她经常带着我们在小区广场的长廊上
排练。前段时间排练，她和另一个队员合作
的‘夫妻识字’，让在一旁观看的小区居民
都称赞叫好。 ”

“我本身就喜欢热闹，每天跟这些老
姐妹们在一起玩，就觉得很开心，不仅锻炼
了身体，心情也好了很多，孩子也不用操心
我过得好不好了，多好呀！ ”刘阿姨说道。

“老刘，快来排练‘家和万事兴’的舞
蹈，赶紧！”还没说完，广场上就响起了音乐
声，刘富云对记者说了声“抱歉”，就赶忙投
入到排练中去了。

本报记者刘方见习记者韩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