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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市长热线：

１２３４５

纪检举报：

６２０８０３２ ６２２４９００

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电话：

１２３８０

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

12313

社会救助电话：

６５５２０４１

法律援助咨询电话：

12348

信阳市青少年心理
及维权服务热线：

12355

住房公积金热线：

12329

国税稽查举报：

６２０７６４８

安全生产举报：

6365800

供电服务：

6218315

自来水抢修：

６２２２２５１

物价投诉：

１２３５８

火车站问询：

６２２４１１４

汽车站问询：

６２２７５７５

民航航班问询：

６２０５６５６

食品药品投诉电话
:12331

燃气服务
:6263939

法律咨询：

６２５３１４８

公用电话投诉：

６２３５１０２

有线电视维修：

６２２４２２７

旅游咨询电话：

6366825

旅游投诉电话：

6366983

报警：

１１０

交通肇事：

１２２

火警：

１１９

天气：

１２１２１

急救：

１２０

灭四害：

6259868

环保受理热线：

12369

停电公告

（

12

月
15

日
-12

月
18

日）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电力设施建设或改造，届时计划对以
下区域停电，敬请做好停电准备。 具体信息
请登录

95598

智能互动网站（

www.95598.

cn/gov

）。

信阳供电公司温馨提示： 城区
24

小时
故障报修电话

6217683

；欠费复电、电费查
询、业务咨询服务电话

6218315

、服务监督
电话

6217315

。

12

月
15

日
7

时
-13

时， 中环路东段、

供水集团、府都花园、博爱安置小区、和谐家
园、博林花园

12

月
16

日
5

时
-19

时， 工区路省建五
处、平西八组、汽修厂、云龙包装、高压开关厂

12

月
17

日
6

时
-21

时，航空路西段
12

月
18

日
6

时
-21

时，航空路西段
国网信阳供电公司
2015

年
12

月
7

日

“大雪”无雪 气温回升

本周最高气温13℃，周末或降雨降温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韩蕾）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大雪，大
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气温走低，天
气更冷，但昨日暖暖的阳光和“颜
值爆表”的蓝天，让今年的“大雪”

格外温暖。

冬天，能见到阳光是件很幸福
的事情，虽然“大雪”来临，但是阳
光还是会继续陪伴着我们。本周内
我市天气多以晴天和多云为主，虽
中间偶有小雨前来“串场”，但是并
不影响蓝天暖阳继续陪伴市民。

本周气温则呈现出前升后降的

趋势， 本周前
4

天最高温度都维持
在

10℃

以上，其中，最高气温有可能
出现在周四

13℃

左右。 市民可以趁
着午后气温较高时，出门走走。但是
到了周末，， 可能会迎来短时降雨，

气温也会跟着下降到
10℃

以下。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2

月
8

日（星期二），晴，

12℃~4℃

；

12

月
9

日（星期三），晴，

12℃~5℃

；

12

月
10

日（星期四），晴见多云，

13℃~

4℃

；

12

月
11

日（星期五），多云，

9℃~5℃

；

12

月
12

日（星期六），小
雨，

8℃ ~4℃

；

12

月
13

日（星期

日），小雨，

7℃~2℃

。

虽然今年的大雪节气并没有市
民想象中的寒冷，但大雪节气过后，

冷空气会逐渐活跃， 天气会越来越
冷， 所以畏寒怕冷的人要多穿衣服
加强保暖， 适当多吃些如牛肉、羊
肉、黑木耳、大枣、乳类、海蜇等含铁
元素和碘元素的食物， 平日里也可
多喝红枣茶，有助于提高御寒能力。

痴心牡丹十三载

笔墨绘出夕阳红

在
60

平方米的居室内，

68

岁
的余有胜老人特意留出

10

平方
米向阳的空间做书房， 安放笔墨
画纸。

12

月
3

日，记者刚一进门，

老人就邀请记者到他的书房参
观， 各种色彩艳丽的牡丹画作让
简朴的书房透出淡淡的春意。

绘画兴趣源于儿时的痴迷
家住罗山县的余有胜从小便

痴迷绘画。 小学三年级时，美术老
师画了一个简单的馍馍， 逼真好
看， 一下子抓住了余有胜的心。

“馍馍都能画那么好， 画笔真神
奇。 ”从此余有胜就跟着美术老师
认真学习绘画，买不起画笔和纸，

他就拿粉笔练习绘画。 有一次，余
有胜画出了一个将要靠站的火车
头。 美术老师看见后，说他画得不
错， 但是不生动，“靠站的火车头
还在行驶， 冒出的浓烟应该是弯
弯向上，不是你画的那样笔直。 ”

余有胜从此意识到， 学好绘画不

单单是临摹，还要会观察。

初中毕业后，余有胜来到了南
李店乡劳动，有了空余时间他就拿
起画笔绘画。 余有胜听说南李店乡
隔河对岸的光山县彭祠堂有个国
画名人，不仅画得好，还收藏了好
多名人字画， 他不顾路途遥远，有
空就去找这位名画家请教。 到了冬
天，河水冰冷，也没有桥可以过，余
有胜就卷起裤腿，

蹚

过到膝盖的河
水去学习绘画知识。

创作上千幅唯独钟爱画牡丹
2002

年， 余有胜从单位退休
后，便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 他见
很多朋友喜欢牡丹， 就想着一心
画好牡丹，送给朋友欣赏。 为了画
好牡丹， 余有胜连续三年到洛阳
看牡丹， 住在北京的女儿每年都
接他到北京住一段时间， 还请了
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给他做指
导， 如今余有胜的牡丹画作已经
创作了上千幅。

“前一段时间女儿带朋友回
来看我， 她的朋友看到我的牡丹

画，非常喜欢，女儿便央求我把珍
藏的牡丹画送给她朋友。 ”余有胜
说。 如今， 余有胜的牡丹越画越
好，不仅来求画的人多了起来，来
邀请他参加绘画展的也多了起
来， 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播出
了他的作品， 他还参加了第四届
迎新春书画电视展播， 作为信阳
市

12

名画家之一参加了河南省
第六届老年书画联展， 还参加了
信阳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书
画展。

“自画牡丹十几年，多家技法
求真传。 坚持传统师造化，点点滴
滴成华章。 ”在余有胜保留几十年
的笔记本里， 他把绘画的心得都
写在里面。 “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到
书房里专心画牡丹， 我希望退休
后的生活也能像我画的牡丹一样
多姿多彩。 ”余有胜乐呵呵地说。

余有胜的绘画作品

余有胜画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