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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九往外走”，昨日是正月初九，信阳火车站人头攒动，人们拖
着行李行色匆匆。而大批外出务工人员的陆续离开也带动了火车站附
近的“商机”，卖小马扎的摊贩在火车站广场入口处扎堆，不足百米的
距离就有一二十个摊位，小马扎价钱多在

8

元到
12

元，不少买到无座
长途票的旅客纷纷选购。有摊贩表示，节后出行的人多，一天能卖出去
好几十个。 本报记者吴楠摄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上街巡查

寒夜为流浪者送温暖

信阳消息（记者王洋）一
场大雪，伴随而来的是降温，威胁
着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体健
康。

7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当晚
9

时许，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上街巡
查，开展寒夜送温暖行动。

工区路、 新马路、 东方红大
道、 河沿岸……工作人员开着
救助车沿着市区繁华路段巡查。

在火车站一民房屋檐下， 铺着一
堆被褥，旁边是些木板等杂物，

两位老人已经在被褥中睡下了。

通过询问， 老人分别来自河区
游河乡和新乡市长安县。 “在这睡
多冷啊，跟我们去救助站吧。 ”

工作人员反复劝说老人却不愿
意去， 工作人员只能留下一些救
助物资、救助站地址和求助电话，

并叮嘱他们注意保暖。

随后，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又
对涵洞、桥底、废弃破屋等流浪人
员经常居住取暖的地方进行了巡
查，一直到深夜

11

时，再未发现
流浪乞讨人员的踪影。 “从今天的

情况看，效果已经显现出来，街上
流浪人员少了。 入冬以来，我们成
立了街头巡回救助服务队， 不间
断地来回巡查救助。 从去年

11

月
1

日到今年
1

月
30

日，通过巡查、

群众来电、相关部门送来等方式，

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938

人，有
的已经护送返乡， 有的还在医院
治疗。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春节长假期间，他们依然未放
弃巡查，从初一到初七，共救助了
21

位流浪乞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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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晚，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上街巡查
救助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王洋摄

房檐上挂冰溜，千万别碰！

小心落冰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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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
(

记者张勇）春节期
间，一场降雪姗姗来迟，我市中心城
区的树木、 房屋上落了一层厚厚的
积雪。 由于昼夜温差原因，白天积雪
融化从房屋上流下的水在夜晚结成
长长的冰溜。 那圆锥形、挂在房檐上
的冰溜晶莹剔透，形成独特的风景。

2

月
8

日
11

时许，记者在市区
民族胡同看到， 胡同两边居民的房
檐上挂满了冰溜。 一些小孩儿拿着
竹竿敲打冰溜玩耍， 一位骑自行车

的女孩儿脚蹬着车子伸手要摘房檐
上的冰溜，突然，房檐上的积雪和冰
溜一起落下， 险些砸到女孩儿的头
部， 现场见此情景的市民替她捏了
一把汗。

虽然雨雪停了，但是气温较低，

积雪融化缓慢， 早晚房檐上结冰溜
的现象还将会持续。在此，本报提醒
市民尤其是小孩儿不要轻易伸手去
摘冰溜， 免得房檐上松动的积雪带
着冰溜落下，造成人身伤害。

旧习俗悄然改变
正月理发店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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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王洋）旧俗
中有“正月不剃头”的说法，以往正
月理发的人很少， 理发店也大都到
正月十五才开门。近日，记者采访发
现，旧习俗约束越来越小，我市大部
分理发店已陆续营业， 有不少市民
前来理发或美发。

昨日上午， 在民权路一家美发
店内，两位顾客正在理发，还有一位
女士头上插着厚厚的电板， 正烫着
造型。“初一、初二休息了两天，在家
待着也没什么事儿， 初三我就开门
营业了，生意还可以。 ”该店老板告
诉记者，现在“正月不理发”的习俗

正逐渐淡化， 他已经连续两年都是
正月初六之前就营业了。“老年人观
念一时转不过来，比较在乎这个，我
们年轻人不讲究这么多，头发长了，

又要上班，该剪还得剪。 ”店里一位
顾客说。

腊月里理发店人多排长龙，也
促使一部分市民将理发事宜推到了
年后。 “年前我想烫个头发，去理发
店一看，全是人，造型师根本忙不过
来。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年后人稍微
少一点儿，烫得质量有保证。 ”在东
方红大道一家美容美发店烫发的市
民高女士说。

年货太多吃不完

堆在家里让人愁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韩
蕾）“过年前怕不够吃，就使劲往
家搬年货，现在可好了，买的东西
太多吃不完了。 ”昨日，家住湖东
大道的张女士懊恼地对记者说
道。

为了过节，张女士给家里备
足了鸡鸭鱼肉、馒头和各种水果
蔬菜，再加上亲戚朋友拿来的牛
羊肉，家里都快成了一个小型超
市了。 “本想着过节，家里人多，

肯定能吃得差不多，谁知道大家
现在都比较喜欢吃蔬菜，肉倒是
剩下了不少。 ”

“肉类含蛋白质比较多，气温

高了容易变质，加上剩下太多，冰
箱装不了， 我就又买了一个小冰
柜， 把肉类和面点都冷藏起
来。 ”张女士说， “为了防止串
味儿，我把肉和面点都提前用
塑料袋分类装好后，再放到冰
柜里。 ”

不少市民都和张女士遇到了
一样的问题，为了能妥善保管，可
谓是各想妙招来保存年货。

家住申城大道附近的李先
生， 因为家里的孩子喜欢吃坚果
和水果， 就趁着过年买了不少。

“今年过年在家待的时间比较少，

孩子也跟着我们在串门， 东西几

乎就没怎么吃，剩了不少。 ”

李先生告诉记者， 很多人觉
得干果不会坏， 其实也有可能会
发霉， 吃不完的干果最好分成小
包，装在防潮的袋子里，然后再放
到冰箱里储存， 或者放到通风处
保存也可以。

“吃不完的水果我一般都是
放到保鲜袋里密封保存， 这样可
以防止水果的水分挥发。”李先生
说，“等明年过年我就不买这么多
了，现在超市几乎天天都开门，而
且货源很充足， 想吃什么就能买
到什么，这样不仅能吃新鲜的，也
能避免吃不完浪费了。 ”

小马扎卖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