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疾病 共享健康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全 运 会 掠影

03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信阳·城事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责编：尚青云 审读 ：刘 凤

高标准规划 高颜值初现

胜利路步行街提档升级
本报讯（记者 韩 蕾）胜利

路步行街是我市的老牌商业

步行街 ，是市民购物逛街休闲
最经常去的地方之一 ，每逢周
末和节假日人头攒动 ，十分热
闹 。 为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
划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 ，河区结合城市有
机更新工作 ，探索推进城市微
更新 ，研究决定实施胜利路步
行街核心商圈综合提升改造

工程 ，经过一段时间 “大刀阔
斧 ”的改造 ，胜利路步行街的
高颜值初现。

10 月 13 日上午，记者在胜
利路步行街看到， 胜利路步行
街东侧的沿街楼栋已经 “旧貌
换新颜”，造型新颖大气。 “目前
胜利路步行街东侧这一段的 14
栋楼的建筑立面改造已经全部

完成。 马上我们就要对东侧进
行店面招牌的安装。 ”在胜利路
步行街，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
司胜利路步行街核心商圈综合

提升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卢大

伟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 胜利路步行街核

心商圈综合提升改造工程采

取街区型改造模式 ，改造范围
北至信阳火车站 ， 东起民权
路 ，西至中山路 ，南至东方红
大道 ，将万家灯火广场与胜利
路步行街融为一体 ，形成步行
商圈，改造面积约 36.64 公顷。
建设内容包含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 、交通提升工程 、环境提
升工程 、设施提升工程 、智慧

服务工程 、文化特色工程等内
容。 项目建设以信阳毛尖外观
特征为灵感 ，在街区呈现 “一
芽两叶 ” 的信阳毛尖形象 ，在
集商业 、文化 、旅游 、居住于一
体的高品质商业街区中 ，呈现
茶文化特色。

“步行街西侧 、 工人文化
宫、礼节路的建筑立面改造、亮
化提升、 门店及店面招牌提升
等也正在同步进行中。 目前，西
侧及文化宫脚手架已基本搭设

完成， 正在进行拆除及墙面处
理。 ”卢大伟说。据了解，河区
将在工人文化宫内打造漫步风

华文化艺术休闲区， 未来全新
亮相的茶文化馆、工运史馆、美
术馆将成为弘扬非遗文化 、感
受古法技艺的空间亮点， 构建

具有信阳特色的文旅主题景观

序列。
“东西两侧全部改造完成

之后，就要进行地面改造，像雨
污分流、路灯改造、设施改造等
都包含在地面改造的范围之

内。 胜利路步行街改造完成之
后， 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兼具文
化与商业的街区， 可以满足市
民的多种需求， 相信会成为市
民的‘打卡地’。 ”卢大伟表示，
为了能够让市民早些与改造后

的步行街 “见面 ”，施工方在文
明施工的前提下， 加班加点进
行施工。 “我们施工会避开学生
上下学的时间段，在安全、不扰
民的前提下进行施工， 中秋节
我们都没放假， 十一假期我们
也在加班加点进行施工。 ”

10 月 14 日上午， 我市第六届全民运动会围棋比赛在国际茶城开赛，
比赛吸引了全市广大围棋爱好者参与。 比赛采取团体赛方式进行，每个县
区为一个团体，共计 10 个团体，共分 5 轮进行，每轮进行 3 场或 4 场比
赛。 图为比赛现场，选手正在对弈。

本报记者 杨长喜 摄

声 明
●兹有李利、马文敬之女李冰雁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在罗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出生，其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10646016），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李龙、 魏光平之子李源于 2016 年 12 月
18 日在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出生，其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10064148），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平桥区王岗乡红胜风味凉菜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4115030018859），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食堂管理中心在中国
银 行 信 阳 新 十 六 大 街 支 行 办 理 的 账 号 为 ：
258573336734 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150005354201），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平桥区王岗乡徐国威食堂的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3MA452CHM06），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申城中央空调复合风管材料有限公
司行政公章壹枚（编号：41150300222000），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秋收秋耕时节
田间地头谨防钩体病

近期，正处于秋收、秋
耕时节， 这个时节需注意
预防钩体病。

一、 什么是钩端螺旋
体病？

钩端螺旋体病是由

致病性钩端螺旋体 (简称
钩体)引起的。本病早期急
性起病、高热、全身酸痛、
眼结膜充血 、 腓肠肌压
痛、 浅表淋巴肿大等，重
者可有肝 、肾 、中枢神经
系统损害。

二、流行病学
1.流行特征
钩体病广泛分布在全

世界，多于夏季（6-10 月）
发病， 主要在欧洲和亚洲
流行，东南亚为重流行区。
21 世纪以来，我国钩体病
发病率、 死亡率呈逐步下
降态势，近 10 年已处于较
低水平， 但局部地区仍然

有报道存在小范围的散发

或者暴发疫情。
2.传播源
钩体的自然宿主动物

分布广泛，以鼠类、猪、犬、
牛、羊、青蛙等常见宿主动
物对人类影响最大。

3.传播途径
带菌动物的尿液或粪

便排出致病性钩体污染水源

或土壤，人因接触而感染。
4.易感人群
全人群普遍易感 ，农

民、渔民、屠宰工人等感染
机会多，一般是农民。

三、临床表现
感染钩体一般潜伏期

在 7-14 天， 根据临床表
现可以分为以下 5 种类
型： 流感伤寒型、 肺出血
型、 黄疸出血型、 肾衰竭
型、脑膜脑炎型。

（未完待续）

胜利路步行街核心商圈综合改造提升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韩 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