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周涛

好雨知时节 滴滴润申城

气象部门预报本次降水将持续到20日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周涛
记者张方志）“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

3

月
17

日，一场春雨
普降信阳。 信阳市气象台台长冯
庆合介绍，自去年冬季以来，我市
降水较少， 气温偏高， 自三月以
后，我市降水逐渐增多。

早上
7

时许，一场大雨如期
而至，中午时，雨势更猛，这让不
少早上没带雨具的学生和上班
一族措手不及。 尽管这场雨给在
城市生活的人带来了些许不便，

但赢得了农民们的夸赞。

“春雨贵如油， 这雨下得
好。 ”昨日下午，河区十三里桥
乡青石桥村的村民杜德贵面对
记者的采访， 对这场雨赞不绝
口，他兴奋地告诉记者，“我家山
坡上前天才栽的桃树、 樱桃树，

这长时间没场像样的雨，一直担
心栽不活， 这场及时雨一来，我
不用担心了。 ”他的话获得在场
不少村民的赞同。

几家欢喜几家忧，茶农王大
哥对这场雨却不免有些担心：

“这雨滋润着茶叶， 明前茶肯定

能卖个好价钱，是个好事。 可我
怕要是一直下到采摘茶叶的时
候，那就不好了。 ”记者了解到，

如果雨一直不停，茶叶就无法采
摘，不能按时采摘，长出的新茶
叶芽就会慢慢变成大叶片子，影
响到茶叶产量、质量。

不过， 据气象台的消息，本
次降水过程只持续到

3

月
20

日，茶农们大可放心。 今天仍会
有中到大雨， 到明天转为小雨，

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时别忘
了带雨具。

一场春雨带来防水堵漏商机

昨日， 一场春雨普降信阳，

给城市里的花花草草带来了生
机， 给农民们送去了一份希望，

同时也给一些从事防水堵漏工
程施工的人带来了商机。

“专修房顶漏水，承接阳台、

卫生间、 地下室等大小防水工
程……”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申桥南头贸易广场附近的一
块空地上，十余辆悬挂“专修房
顶漏水”等字样的面包车停留在
这里等待生意。

“今天雨下这么大， 我想着

肯定会有人家里
漏水，说是赚钱，

其实也算是无聊
之余帮帮那些家
里漏水的市民。 ”

施工工人李大哥
笑着说。

据李大哥介
绍， 他们来自商
丘一个建筑公司，有时候不下雨
也会来，厨房隔墙防水、墙面补
漏、管道堵漏、厕浴间修缮等建
筑工程问题啥都能干，为这个喜
爱的城市奔波劳累，也算是一种
欣慰与快乐。

这时，一位阿姨来到工人旁
边询问价格，价格谈妥后，工人
示意她上车。 阿姨表示，邻居前
不久才找他们修的厕浴间，一点
问题都没有，让他们修，自己很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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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好友变“生意人”

代购被“宰”

只能认“栽”？

信阳消息（记者韩蕾）“我好长时
间没看微信朋友圈了， 一看全是代购的，

我一口气屏蔽了十几个！”昨日，家住三里
店的李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道，“屏蔽完
清静多了！ ”

如今，朋友圈买东西不仅仅成为了一
种时尚，也成为一些市民的致富之路。 很
多热爱创业，又缺乏资金的市民在微信朋
友圈着实过了一把当老板的瘾，但朋友圈
里的卖家和买家多是朋友或者熟人，双方
进行买卖多数出于人情等因素的考虑，所
以一旦出现不愉快的购物经历，损失的不
仅是金钱，还有感情。

“我有一个亲戚在南方的工厂打工，

最近在朋友圈里买起了鞋子，他说他的鞋
子是从一家专门做运动鞋加工的代理工
厂里进的，鞋的质量保证不输正品！”市民
张女士给记者讲述起她被“杀熟”的经历，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双， 但是拿
到货后才发现，鞋的针脚和制作都非常粗
糙，连地摊货都不如。”但是张女士却碍于
情面，并没有找这位亲戚的麻烦，而是选
择了息事宁人，但张女士却再也没在朋友
圈里买过东西了。

采访中，多位有过从朋友圈代购产品
经历的市民向记者反映，让熟人代购产品
的经历并不愉快，他们甚至都不好意思讨
价还价，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也不能深究，

生怕伤害了感情，有几分“花钱找罪受”的
意味。

“微信购物是熟人间的营销，门槛低、

运营成本低、操作便捷，而且大部分在朋
友圈做买卖的人都没有实体店。”随后，记
者采访了市工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朋友圈之所以生意这么
好做，主要是抓住了朋友间相互信任的心
理特点，至于卖家信息是否真实、商品质
量如何、怎么维权却都被忽略了。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要确认商品
质量，后期的三包保证是否齐全，付款时
尽量用第三方支付平台。 ”该名工作人
员建议，如遇付款不发货、售后问题等，

可以用手机截屏
保留聊天记录等
凭证来与卖家协
商，如果协商无果
可走法律途径解
决问题。

中国国医节 你知道吗？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周静）

昨日是第
86

个中国国医节。 记者
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发现，

相比“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

等“洋”节日，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
国医节。 “头一回听说中国国医节，

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节日。 ”一位市
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中
国国医节已经走到了第

86

个年
头，业内人士表示“其实不只普通
市民，一些医学院的学生都不一定
知道有这样一个节日。 ”

“国医节？ 这个节日还真没听

说过。 不过对于中医，平常还是比
较推崇的，这毕竟是咱们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上千年的历
史，而且生活中只要不是太急的病
症，我都会选择中医疗法。”市民陈
女士说。

其实，现在找中医看病的人在
不断增加，在信阳市中医院从事中
医看诊五十余载的医生李江信告
诉记者，随着市民养生观念的不断
增强，加上现代西医对一些疑难杂
症还未能有明显的疗效，特别是一
些通过西医检查之后认为不是疾

病的亚健康状态在中医的调理下
能得到较好调整，使市民越来越重
视中医。

不过李医生也表示，虽然不断
有患者加入到找中医询诊、看病的
队伍中，但还是有不少市民对中医
的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 例
如，现在还有人依然认为中医不科
学、效果不好，也有人认为中医是
万能的；中药有毒、对身体有损害，

或者有人认为中药是纯天然、无副
作用的。胡珂提醒广大市民对中医
也应客观、辩证地看待。

昨日傍晚
,

雨势渐弱
,

不少家长接孩子放学。 见习记者周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