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城事 2024.2.9 星期五 编辑 刘世超 校对 侯娅楠

新闻短波

●日前，市房产事务中心和市
物业管理协会联合下发通知，在春
节期间开展“物业服务周”活动。各
物业积极响应，提供冲洗地垫、磨剪
子、磨菜刀、写春联、送福字等服
务。活动将持续到2月18日。

（程照华）

●2 月 8 日，市义工联合会携手
市立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市义工
联合会蓝天救援队，前往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滨湖街道东留村和卫东
区东环路街道五条路社区，为 30 户
困难群众发放米、面、食用油等物
资。 （王亚楠）

●2 月 7 日，郏县李口镇白龙庙
村为全村 230余名 65岁以上老人发
放面粉、豆奶等春节福利。

（孙书贤）

●2月 7日，“郏邑幸福年·相约
马头岭”2024 年马头岭新春主题庙
会在郏县安良镇马头岭现代农业产
业 园 开 幕 ，时 间 将 持 续 到 2 月 27
日。庙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
吃，还有花灯、篝火晚会、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等节目。 （孙书贤）

●2 月 8 日，河南平煤神马京宝
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侯民友
通过市众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
湛河区高阳路街道利民社区困难户
捐赠了大米、面粉、花生油等物资，
价值1500余元。 （王亚楠）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都
有走亲访友、旅游出行的打算，家里
养的宠物怎么办？记者近日走访市
场发现，不少宠物店提供寄养、上门
喂养等服务，近期预订火热。

市民宋先生家住市区体育路南
段一家属院，家里养了一条萨摩耶
犬。今年春节假期，他计划带着妻儿
自驾去东北游玩。“带着狗出去玩不
方便，也怕它不适应外地天气生病。”
宋先生说，以前他们出门会把宠物狗
寄养在宠物店，但今年他经常光顾的
宠物店推出了上门喂养服务，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上门喂养。

2月 6日下午，在市区东环路与

矿工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宠物店，老
板郝伟利在给宠物主人介绍寄养服
务。

据郝伟利介绍，每年的国庆、元
旦、春节假期都是宠物寄养旺季，近
期每天都有不少人通过微信询问寄
养是否还有空位。由于宠物店空位
有限，再加上有些宠物到了陌生环境
会有应激反应，他更推荐宠物主人选
择上门喂养。

“根据宠物的体型大小、品种、服
务标准等不同，价格也不一样。”郝伟
利说，每天收费40元至80元，除了喂
养外，还可以帮宠物遛弯、洗澡等，

“食物和消耗品可以自带，也可以由
我们提供。”

市民赵女士家里养了两只猫，她

春节期间准备回湖北老家过年。“我
担心的是陌生人来家里会不会不安
全。”赵女士询问道。“我们上门喂养
从开门到关门都会全程给主人视频
通话。”郝伟利说，这不仅能让宠物主
人安心，也有利于处理突发情况。如
果宠物在喂养过程中出现不适、生
病，他们也会在征得主人同意的情况
下，将其送往附近的宠物医院救治。

记者走访中发现，不管是寄养还
是上门喂养，宠物店都会要求“毛孩
子”疫苗齐全。此外，业内人士提醒
宠物主人，选择寄养或上门喂养须根
据“毛孩子”的性格、适应能力等方面
综合考虑，还要选择有资质的宠物
店，提前签订代养合同，避免出现不
必要的麻烦。

主人春节不在家，宠物怎么办？

上门喂养成新选择宠物也能“在家过年”

□本报记者 王辉

2月7日，腊月二十八，
叶 县 任 店 镇 街 头 熙 熙 攘
攘。豆巧艳的馒头店蒸汽

弥漫，前来购买馒头的顾客
络绎不绝，忙得豆巧艳一家四

口与前来帮忙的几个亲戚应接不
暇。

任店镇刘岭村村民赵强国和老
伴儿李桂钦到豆巧艳的馒头店花10
块钱买了一大袋馒头。72岁的赵强
国说：“俺经常在这家店买馒头，人家
的馒头面白劲道，好看又好吃。”

该镇后营村村民杜萍也买了 10
块钱馒头。60岁的杜萍笑着说：“过
年哩，家里事多，自己蒸馒头太麻烦，
干脆买一袋馒头，这样省事儿。”

走近豆巧艳的馒头店，只见4个
两米多高、十几层的大蒸笼摆在门
前。馒头蒸熟放凉或堆成一堆，或包
装成袋撂成一垛。烟雾升腾、白馒头
与红帐篷相互映衬，成了一道壮观街

景，也烘托出浓浓的年味。
今年38岁的豆巧艳家住叶县任

店镇陈庄村。豆巧艳说，前些年，她
和丈夫冯亚非靠在外打工养活一家
老小。四年前，公公婆婆先后离世，
儿女在家无人照顾。无奈，她和丈夫
只好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来到任店
镇租下一间门面房，花费六七万元购
置一套全自动揉面机和馒头机等设
备，做起馒头生意。

凭借夫妻俩的辛勤劳动，两年
后，他们购买机器的费用已经收回成
本，且还有节余。

攀谈时，记者看到豆巧艳的两个
眼圈黑得发青。豆巧艳说：“蒸馒头
是辛苦活儿。冬天，深夜两点多就要
起床做馒头。”小年后，她的馒头生意
渐渐火了起来，以往一天的营业额有
五六百块钱，最近一天能卖四五千
元。

“这几天，一天能卖出多少个馒
头？”记者问。冯亚非和豆巧艳都说
不清楚，他们没有计算过，只知道小

年以后，一天做两次馒头，大约需要
50袋面粉（一袋25公斤）。

这几天，冯亚非夫妇每天都是深
夜两点半起床，“和面、做馍，‘长馍’
（二次发酵），然后入笼蒸制，前后大
约四个小时。”待早上六点半第一锅
馒头出笼后，他们便开始销售。中午
时分，第一锅馒头基本销售一空。紧
接着，他们开始蒸制第二锅，卖到晚
上七八点收摊儿。

上初中的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
也在店里帮着装馒头、卖馒头，但仍
忙不过来。于是，夫妻俩叫来了七八
个亲戚助阵。

2月 8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豆
巧艳的馒头店时，豆巧艳一边卖馒
头，一边抽空洗刷蒸笼。

忙碌间隙，豆巧艳笑着说：“今年
的馒头做完了，昨天剩下的一卖，开
始过年……辛苦忙碌了一年，过年
了，休息一下。我们准备带两个孩子
到平顶山市区逛逛公园，陪孩子们好
好玩玩。”

深夜两点半深夜两点半 起床做馒起床做馒头头
过年休息，夫妻俩想带儿女逛公园

2月7日，新华区光明
路小学四年级学生于佳芸

（左）和家人一起来到鲁山
县董周乡孔庄村，把崭新
的语言复读机、书桌、图书
等礼物送给该村三年级学
生戚明昊。此前，于佳芸
和家人到孔庄村游玩，看
到喜爱读书的戚明昊家里
没有课外读物，便决定送
对方图书等礼物。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摄

春节礼物送
乡村小朋友

□记者 毛玺玺

本报讯 家属院广场周边树
木常掉枯枝，市民赵女士在广
场健身时经常“提心吊胆”。日
前，赵女士拨打市12345民生热
线求助。街道及时回应，消除
安全隐患。

赵女士家住卫东区优越路
街道华西社区三所家属院。家
属院广场周边的树木最近常掉
枯枝，居民在广场健身都怕被
砸到。“希望咱 12345民生热线
能协调有关部门修剪枯枝，消
除隐患。”赵女士拨打市 12345
民生热线留言。

优越路街道接到卫东区政
府热线办的派件后，立即组织
华西社区实地查看并召开现场
会议，制定修剪方案，开展清枝
行动。之后，社区志愿者按照
分工，有条不紊地开始修剪枯
枝。

“没想到咱街道、社区的工
作效率这么高，真的太感谢
了。”2月8日，优越路街道电话
回访时，赵女士感激地说。

广场周边掉枯枝
街道社区除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