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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10

时许，在解放路与中山南路交叉口附近，一辆商
务车与一辆出租车发生追尾，出租车车尾被撞坏。 据出租车司机
介绍，由于前方车辆掉头，他停车等待时，跟在后方的商务车车速
过快没意识到前方路况，刹车不及时导致追尾。 商务车车主当场
也承认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事故的发生，两人表示会自行调解。 本
报在此提醒司机朋友们， 驾驶车辆时应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注
意安全。 本报记者周亚涛见习记者周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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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书报亭有售）

◆

中山南路联通营业厅对面
◆

河公园信高操场旁
◆

东方红大道和美广场西侧金夫人摄影楼
旁
◆

西关保险公司楼下
◆

西关国资委大门前
◆

东方红大道建设银行楼下
◆

东方红大道和美广场东侧
◆

东方红大道联通公司楼下
◆

中山北路建设银行营业厅旁银座报
亭
◆

中山北路百姓大药房旁（中心医院对
面）

◆

四一路中段西亚超市后门对面
◆

新华东路八方电器行旁

◆

弘运车站集团票厅旁
◆

和平大厦西侧
◆

新华东路中国银行营业厅门前
◆

火车站天桥旁
◆

新华东路中国邮政大楼东侧
◆

新华东路中国邮政大楼西侧
◆

新华东路申泰正门对面岔路口处
◆

新华东路天源宾馆后门旁
◆

新华东路双虎家私商场门前
◆

工区路白云宾馆旁
◆

工区路卫校大门口旁
◆

工区路蜂蜜加工厂旁
◆

东方红大道申泰市场后门对面红太
阳小区路口
◆

东方红大道农业银行营业厅前

◆

东风路口报亭（警亭旁）

◆

民权路白果树小区路口
◆

申城大道大庆路口工商银行营业厅旁
◆

申城大道邮政银行旁
◆

申城大道十三小学对面
◆

大庆路口西亚超市西侧
◆

大庆路口西亚超市东侧
◆

大庆路口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对面
◆

大庆路花市门旁
◆

三里店路口
◆

申桥西头邮政银行营业厅旁
◆

统一街（原广场路）东边市政府家属院
9

号
楼对面
◆

广场南路市法院家属院前面
◆

北京路体彩广场旁

网购“三伏贴”需谨慎

找不准穴位适得其反

� � � �

信阳消息（记者王洋）虽
然还未入伏，但在“冬病夏治”理
念的影响下， 有的市民已经开始
着手用三伏贴治病了。 挂号、排
队、 交钱……去大医院或社区卫
生室，总赶不上网购来得快，于是
一些市民自己在网上购买， 在未
征求医生意见的情况下， 自行治
疗。医生提醒，三伏贴未必人人适
合，而且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寻
找正确穴位有困难， 存在一定的
风险。

“前两天，女儿花了
36

元钱
在网上帮我买了一盒三伏贴，东西
看着不错，但我找不准穴位，感觉
贴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昨日，市
民贾女士告诉记者，每年夏天为了
治病， 她都要到医院贴三伏贴，人
满为患， 三伏折腾下来累得够呛。

“今年，女儿提议可以在网上购买，

省去挂号排队的麻烦，谁知道效果
却大打折扣。 ”贾女士说道。

为了方便、经济，像贾女士一
样在网上购买三伏贴的市民不在
少数。 打开淘宝网页，输入“三伏

贴”几个字，立马出来
58

页的搜
索结果，价格在几十元到几百元，

一些生意好的店铺，月销量过千，

大部分商家为方便消费者使用，

还附赠有穴位图。 但记者在评价
栏里看到，诸如“不知道怎么贴倒
是真的”“还没研究清楚怎么用”

的评价比比皆是。

而昨日记者在市区也看到，

一些社区卫生室、 医院都已推出
了三伏贴的预约服务。 新华西路
一卫生室王医生提醒， 网购三伏
贴应持谨慎态度。首先，网上三伏
贴来源不明。三伏贴属于药物，应
该有药品批准文号， 而在网店销
售的三伏贴多没有药品批准文
号。其次，贴敷位置不好掌握。医
生和护士都是经过长时间学习训
练，才能够精准地掌握人体穴位，

普通人仅凭一张穴位图很难找
准，效果会打折扣。 最重要的是，

三伏贴并非万能贴， 人人适合。

“在医生的诊断下，可根据患者的
体质以及所患疾病的不同， 对症
下药。 ”王医生说。

熊树华：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人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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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下午，烈日如火。 息
县北大街附近的客运站，旅客拉着
行李， 快步地向候车大厅走去；附
近的商户也都躲进空调屋里，停止
了招徕顾客。而马路上“唰唰”的扫
地声，却没有停下。一位老人，无视
头顶上的骄阳，戴着草帽，手拿扫
帚，在北大街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
车道上，来回清扫着。

这位老人叫熊树华，是负责息
县北大街清扫保洁工作的环卫工
人。 当天下午

5

时左右，记者见到
他时，他正在清扫路面垃圾，虽然
天气炎热，但他始终没有休息的意
思。清扫时，有车辆停靠在路边，他
就弯下腰，一点一点地把垃圾从车
下扫出来，不留清扫灰痕；清扫到
道路两侧落水窗时，他总是放慢速
度仔细清扫，遇到被堵塞积污的落
水窗，他就用手把缝隙中的杂物清
除掉。

年近六十的熊树华，在环卫这
个平凡而又崇高的岗位上，一干就
是

20

年。

1994

年
3

月，由于县城
建设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到环卫工作中，来保障县城区舒适
整洁的环境，正值风华正茂的熊树
华当时加入了工资微薄、工作辛苦
的环卫行业。 刚在街上做保洁时，

熊树华总是红着脸，把帽檐压得很
低，低着头默默工作，担心遇到亲
朋好友。 “刚开始干的时候，觉得有
点丢人。 ”熊树华边扫地边对记者
说，“家人朋友都不同意我干这行，

要是在大街上见到我，肯定要说我
的。 ”

但是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

熊树华亲身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
辣。刚参加环卫工作时，熊树华就
担任了县城最繁华、 最热闹的街
道———北大街的清扫保洁工作，

每天要清扫接近
2000

平方米的
道路。 因为地段繁华， 学校、商
店、车站都聚集在这片，人流量、

车流量都很大。 为了保持道路整
洁， 熊树华每天凌晨

3

时左右就
来到岗位上， 清扫一遍往往要到
早上七八点钟， 而且常常累得满
头大汗、腰酸背疼。

就是这样早出晚归， 风雨无
阻， 有时还得不到市民的理解，有
的市民把生活垃圾倒在已经清扫
干净的街道上， 熊树华好言相劝，

却被人说成多管闲事。 “越是这样，

我越要好好干，让大家看到整洁的
街面，不忍心往上倒垃圾！ ”熊树华
说。

当日下午
6

时
30

分， 熊树华
完成了清扫工作，开始收拾清扫工
具。记者发现，在他常用的扫帚上，

密密麻麻地绑着长短不一的尼龙
绳，他告诉记者，这样不仅可以把
垃圾清扫干净，而且扫地时不会飘

起太大的灰尘。 “我不仅自己这么
做，还把这方法告诉了工友。 ”看着
自己的小发明， 熊树华自豪地说，

“现在我再也不会觉得干保洁这行
丢人了！ ”

熊树华说， 任何工作都需要
人去干，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环卫
工作虽然苦点儿累点儿， 却和群
众的身体健康， 城市的优美环境
息息相关， 是城市中必不可少的
工作。 有人为熊树华的工作进行
初步统计，

20

年来， 他清扫道路
面积共计

2993

万平方米，清除垃
圾

3800

多吨。 “干一行就要爱一
行，而且要干好！ ”收拾好东西，

准备回家的熊树华， 临走前这样
对记者说道。

晨曦中他迎接第一缕阳光，暮
色下他最后一个送走夕阳，风雨中
有他弯腰捡拾垃圾的身影，烈日下
有他挥帚扫地的“唰唰”声。熊树华
正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深入细致
的工作，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城
市美容师”， 凭着自己对环卫工作
的热爱，把美好年华无私地奉献给
了环卫事业，用五尺扫把在大街上
谱写了一曲奉献者之歌。

本报记者张家彬姚广义
韩蕾

见习记者李亚云

熊树华正在清扫垃圾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