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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天气转冷，人们开始
选购保暖手套。笔者在宝丰街头的地
摊上发现，双指触屏手套很热销。

昨日上午10时许，笔者在宝丰县
邮政局门口的路边看到，触屏手套样
式和普通手套一样，只是手套的拇指
和食指指头肚的颜色略微不同。“灵敏
度不错，挺好的。”一位试戴手套玩游
戏的女孩说。

“我这50副触屏手套，是昨天朋
友让代销的，因不能确定市场认可度，
我没有进货。没想到，8块钱一副的
触屏手套，不到一天就卖出了一半。”
摊主向笔者介绍说，触屏手套的指端
有金属色的导电纱，有传导作用，能触
动手机屏幕。

“冬天戴触屏手套玩手机不冻手，
选购者都是年轻人，卖得挺好。”另一
位摊主对笔者说，自己卖的触屏手套
价格便宜，超市里要卖几十元呢。

“我在超市里也看到过这种手套，
但不知道玩手机的效果咋样，况且价
格高。所以，先在地摊上买副便宜的
试试。”宝丰小伙儿苏枫对笔者说，他
试戴了好几副，感觉保暖性与普通保
暖手套差不多，滑动屏幕时较为灵敏，
在操作手机时没有太大问题。

随后，笔者在宝丰县一家超市看
到，触屏手套样式五花八门，有毛线混
纺和皮革等材质，价格35元到百元不
等。“这款手套保暖的同时还可以玩智
能手机，可能是天不太冷，价格也高
点，销售不理想。”销售员告诉笔者，触
屏手套拇指和食指部分，由导电纤维
和普通纤维混纺形成导电纱，不同质
量的导电纱体现在不同的导电金属材
质上。导电纱质量较差的手套，价格
虽便宜，但导电纱材料较粗糙，在使用
时可能会划伤手机屏幕。

（张苏英）

冬天玩手机不冻手
地摊热销触屏手套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这要不是你们上门帮忙，
我这辈子算不会再有户口了，吃药看
病啥的只该作难了。”昨天上午，拿着
崭新的户口簿，家住鲁山县背孜乡郜
沟村的张小花感动极了。

今年60岁的张小花原籍鲁山县
背孜乡郜沟村柳仙沟组。1971年，张
小花与同村村民王长立结婚，并生育
三子。1988年，张小花因与丈夫感情
不和离家出走，后因故她的户口被注
销。2012年，在儿子、儿媳说合下，张
小花重新回到郜沟村，同丈夫王长立
一起生活，但因种种原因，户口一直没
有补录。

张小花患有严重糖尿病，双目失
明，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由于没有户
口，办不了合作医疗，无法享受国家优
惠政策，给家庭生活带来沉重负担。
上周末，郜沟村驻村民警毛国耀在郜
沟村群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给
背孜乡“一警两干进一村”活动包片负
责人李泓旻联系。李泓旻是鲁山县公
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得知此事后
当即致电县公安局户政科和背孜派出
所调查落实。考虑到张小花行动不
便，背孜派出所副所长徐远东和户政
科科长董跃杰一边向市公安局户政科
汇报，一边对张小花实施调查，同时指
派民警上门为赵小花采集照片。至昨
天上午，在多方努力下，张小花的户口
补录手续终于完成。

年轻时户口被注销
年老后生活作了难
鲁山民警主动上门
为张小花补录户口

口记者 王民峰/文 张鹏/图

本报讯 温杯、悬壶高冲、盖
碗、沏茶……很多人认为，大学生
喜欢快节奏的、动感的事物，但在
现实中，不少90后大学生已悄然
爱上了讲究“慢生活”的茶艺。在
他们看来，学习茶艺不但能获得
精神上的享受，还多学了一门技
能，找工作多了一个筹码。

1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
建设路西段一家茶艺师培训点，
只见十几名大学生在悠悠琴声中
正以水代茶，练习茶艺的基本动
作，虽然手法不够娴熟，但也有
板有眼，茶艺师在一旁不时给予
指点：“水流不能太粗，再细些，
注意控制水流速度，动作要柔
和。”

“我脾气有点儿急躁，学习茶
艺可以磨炼性情。”19岁的河南城
建学院大一学生毛玉萍说，她从
小喜欢古典的东西，比如汉服、旗
袍之类的，她觉得特别美。从上
个月开始，每个周末，她都会来这
里学习茶艺，“准备考茶艺师资格
证，也算一门技能，毕业了找工作
多个筹码”。

22岁的平顶山学院音乐系学
生李彩君喜欢弹古琴。她学习茶
艺有两个原因，一是茶艺能给人
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培养典雅的
气质，二是多一门技能，将来就业

比别人多点优势。“家人喝茶都不
太讲究，现在才知道‘千秋大业一
壶茶’，小小的一片茶叶蕴藏着深
厚的文化。”李彩君说，在她的周
围，有四五个同学也在学习茶艺，
大家都觉得茶文化实在是太博大
精深了。

其实，不但女孩子热衷茶艺，
90后男孩也有喜欢茶艺的，河南

城建学院大四学生程少华学的是
土木工程专业，学习茶艺已有一
个多月，不但周末来学，平时只要
一有空就来学，“我喜欢茶艺带给
人心灵上的感受，再说喝茶本身
也很养生”。

据这家茶艺培训机构负责
人介绍，虽然我市的茶行业蓬勃
发展，但茶艺师的缺口却比较

大。茶艺培训在我市方兴未艾，
不少 90 后不仅加入了饮茶爱好
者的队伍，且更注重对茶文化的
传承，愿意为此放慢脚步，借助茶
艺师培训了解更多的茶文化。在
此参加培训的学生近百名，都是
90后，来自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
学院，其中女生居多，也有少数男
生。

放慢脚步 多点技能

90后大学生爱上茶艺

口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IC 卡电话亭，曾经的街头风
景线。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那
一座座记忆中的电话亭开始被冷
落和遗忘。近日，记者走访街头
发现，很多 IC 卡电话亭沦为摆
设，有不少被严重损坏。

IC卡电话亭损坏严重

昨天上午，记者首先来到市
区矿工路凯撒广场对面，这里有
两个 IC卡电话亭，话机上布满灰
尘，一个话筒只剩下一半；一个虽
然话筒完好，但记者摘下电话却
发现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将话筒
放在耳边，没有任何声音。记者
试图拨打 110等一些紧急呼救号
码，也没有任何反应。其中一个
电话亭里还放有扫把、塑料袋等
杂物，亭内张贴或写有办证、刻章
之类的广告。

市区中兴路与矿工路交叉
口附近的电话亭，不但没有了电
话机，连两侧遮风挡雨的玻璃也
不翼而飞，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市中医院附近，IC卡电话亭只剩
下电话机；中兴路与和平路步行
街交叉口西北角，电话亭的话筒
放在话机上，两侧没了玻璃……

当天，记者观察了市区十余
个电话亭，它们不仅个个灰头土
脸，而且均不能正常使用，有的

甚至成了晾晒拖把和杂物的地
方。

手机、网络的牺牲品

曾经盛极一时的IC卡电话亭
为什么会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恶
意毁坏？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
民，他们均表示，现在都用上手机
了，自然很少用 IC 卡打电话了。
即使没有手机，他们也会选择路
边的“私人话吧”。

“十几年前，我们还是在校
大学生，由于没有手机，我们都
是使用 IC 卡、201 卡、301 卡打电
话，寝室电话使用的人多了，我

们还常常跑到校外的 IC 卡电话
亭。后来，毕业有了手机就很少
与 IC 卡接触了。”两名路过的女
士说。

“现在连小学生都有手机了，
谁还用IC卡打电话？”在中心路小
学门口，一位家长的话很具有代
表性。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多家邮政
报刊亭，结果卖 IC卡的报刊亭寥
寥无几。程莉莉在市区建设路与
迎宾路经营报刊亭已经27年了，
据她介绍，2000年前后，IC卡销量
特别好，“我一次进二三十张，几
天就卖完了。后来手机普及，IC

卡就卖不动了，我已经五六年不
卖了。”程莉莉说。

也有报刊亭老板表示，现在
“私人话吧”以及网络电话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而且价格低廉；再
则，相比IC卡电话亭，“私人话吧”
内有凳子，环境更为舒适，市民不
用站在嘈杂的路边打电话了。
另外，随着网络的普及，语音聊
天、视频聊天等既方便又实惠的
多媒体通信方式出现，对 IC卡电
话冲击更大。

市民建议增加其他功能

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IC卡
电话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也有市民认为不如增加IC卡
电话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闲置。

“我有亲戚在北京生活，那边IC卡
电话尽管通话量低，但还保留着，
只不过，它的服务功能更加多元
化，市民可以利用IC卡电话缴纳、
查询水费、电费、手机费、有线电
视费等，还可以下载音乐。外地
人通过它可以查询天气情况、交
通线路、地址等，很方便的。”市民
黄先生说。

“深圳等一些城市，已经对重
点区域的IC卡电话亭进行无线互
联网接入点的改造，使其成为
Wi-Fi（无线上网）的覆盖‘热点’，
我市能否也借鉴一下？”也有市民
这样建议。

灰头土脸面目脏 损坏严重被冷落

IC卡电话亭能否增加其他功能

市区矿工路中段，一部IC卡电话残破不堪。

女大学生正练习沏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