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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我市地名普查成果转化，
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经
平顶山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同
意，开展平顶山市地名故事征集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全市范围内与地名（包括地名含义）有

关的人文故事和历史传说。本次征集活动
中的地名是指为社会公众指示具有特定方
位或者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主要包括：
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自然村、街、

路、巷、弄、住宅小区、建筑物、风景名胜区、
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等人文
地理实体名称和山川、河流、湖泊等自然地
理实体名称。

二、征集时间
本次征集活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17年9月30 日止。
三、征集方式
（一）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至 diming-

gushi@126.com
（二）以信件的形式寄至平顶山市民政

局区划地名管理科（注明地名故事征集）。
四、作品刊用
投稿作品择优陆续发布，入选作品将

汇编成《平顶山市地名故事》印刷出版。
五、其他事项
（一）地名故事的材料文字要叙事流

畅、情节生动、通俗易懂，数据要详实准确，
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地名含义字数在
50字以内；

（二）投稿人须在来信或来件中标明撰
稿人姓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及联系电

话；
（三）本次征集的地名故事，将评出相

应奖项并支付一定报酬，其著作权归平顶
山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所有；

（四）凡涉及剽窃、抄袭等侵权行为的，
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均由投稿人承担，与
征集单位无关。

联系单位：平顶山市民政局
联系电话：0375-4976711

关于征集平顶山市地名故事的公告

□记者 李科学 王春生

本报讯 天气越来越热，今年西瓜的价
格也在迅速下跌。记者昨日走访部分市场
发现，市区西瓜普遍售价在每斤（一斤等于
500克）4角左右。一位瓜贩表示：“近三五
年都没见过这么低的价格了。”

昨日上午10时许，在市区建设路焦店
立交桥下，四辆瓜车停在桥下，扩音器反复
播放着“好西瓜便宜了，四毛钱一斤”。卖
瓜人黄老汉告诉记者，这都是去开封批发
的西瓜，“一天能卖一两千斤”。上午11时
许，在曙光街与长青路交叉口，市民胡先生
从一辆郏县瓜车上挑了两只大瓜，每斤0.4
元，总共花了11元。卖瓜人告诉记者，今年
的瓜长势好，个头儿大，价格也很便宜，“去
年每斤都是六七毛”。

天气炎热，曙光街中段的瓜贩张军华
不断地擦拭着汗水，旁边瓜车上的瓜已经
卖了一多半。“从开封每斤一毛五拉的，加
五分钱其他费用，一斤瓜也就赚两毛钱。”
他说，目前市场上的西瓜每斤0.4元的价格
已是近几年来的最低点。

记者走访发现，市区西瓜普遍售价在每
斤0.4元；在黄楝树一带，西瓜售价低至每斤
0.35元；在李庄菜市场的固定摊位上，西瓜
售价也不过每斤0.5元。这个价格比去年同
期低得多。在市区新华路北段立交桥附近
菜市场内，一种无籽开封西瓜前天售价低至
0.39元，而去年同期每斤价格是0.8元。

今年的瓜价为何这么低？昨日，魏寨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所所长李强表示，
本地市场销售的西瓜以开封瓜为主，今年
西瓜丰收，产量高，供应充足是导致价格降

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也得到多名
瓜农、瓜贩的证实。在市区联盟路桥头卖
瓜的开封人宋先生今夏已经来平顶山三趟
了，每次拉七八千斤西瓜，三四天能卖完。
他说，开封本地的西瓜丰收，当地西瓜批发
市场收购价每斤低至几分钱到两角钱之
间。此外，也有不少瓜农表示，今年我市没
有统一的西瓜销售区域，瓜农求售心切，也
致瓜价下跌。

对于今后的瓜价走势，市区享丰水果批
发市场一位李姓经营者介绍，目前正是西瓜
上市中期，预计在一个月内市场上的西瓜供
应仍相对充足，但因目前的西瓜价格几近触
底，所以后市价格主要以平稳为主。从中长
期来看，至8月中旬后各主产区西瓜渐渐下
市后，市场上西瓜的供应量会有所减少，西
瓜价格才有可能反弹。

一斤四角！西瓜价格一路下跌
卖瓜者表示，是近几年来的最低价

□记者 牛超 实习生 赵彧佳/文
禹舸/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新华区矿工路街
道民主街社区的爱心超市里，来自该社区
的20位孩子、低保残疾居民、孤寡老人正
在试穿、领取崭新的夏装（上图）。

据了解，这些夏装是市民王晓玉捐
赠的。王晓玉家住平煤神马集团一矿家
属院，之前做服装生意，后因改行，家里
还剩余近百件夏装和内衣，“也没时间处
理它们，放着也碍事，就想着还不如捐给
社区，分发给有需要的居民”。上周，王
晓玉委托丈夫把这些T恤和内衣送到民
主街社区爱心超市。

在该社区爱心超市，记者注意到这些
T恤的包装和吊牌均齐全，以男式居多。
考虑到社区的困难家庭里还有老太太和
孩子，新华区移民局驻社区工作队和部分
社区工作人员又捐赠了部分童装和适合
老太太穿的衣服。

昨天，经过整理后，社区决定将这些
衣服发放给社区的低保残疾居民、单亲家
庭的孩子或孤儿、孤寡老人等。

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社区爱心超市。
接到通知赶到的居民正在试穿新衣。“这两
件T恤你穿着挺好看的，拿走吧，平时可以
换着穿。”10岁男孩秦文斌试穿过后，工作
人员将两件崭新的T恤为其打了包。

秦文斌的奶奶说，孙子小时候，父母就

离异了，孩子一直跟着她生活。她年纪大
了，没有固定的收入，日子过得很紧巴，“已
经好久没给孩子买衣服了，老觉得对不起
孙子。这下好了，他也有新衣服穿了。”

魏爱莲今年 85岁，家住胜利街 6号
楼。丈夫早年去世，生活清贫。当天，在
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边试穿衣服边
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质量不错，很柔
软、很舒服”。

据了解，当天，共有 20 位居民领到
了夏装，而且每人都是领取两件甚至三
件。针对剩余的衣服，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随后会挑选一部分衣服送到一
些行动不便的居民家里，“让他们不出家
门也能享受到社会的关爱”。

爱心市民捐赠近百件新衣
民主街社区20位困难居民喜领夏装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昨日上午，平煤天安九矿后勤
科组织志愿者来到新华区青石山街道井青
社区义务劳动。

当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井青社区香
苑小区，只见十几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
志愿者正在搬运混凝土块，其他志愿者正在
清理路面上的泥土。天气炎热，几位志愿者
身上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

据井青社区居委会主任李宏伟介绍，目
前香苑小区正在进行“三供一业”施工改造，
小区道路两侧堆放许多泥土或混凝土块，给
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此，九矿后勤
科特意组织50多名志愿者带着劳动工具来
到香苑小区义务劳动。此次劳动将持续到
当天下午结束，届时，香苑小区6条道路将
全部清扫一遍。

50多名志愿者
到井青社区义务劳动

□记者 李霞/文 彭程/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记者在卫东区东环
路街道东联北社区采访时了解到，社区志愿
者徐向华近日专门设立了一个免费茶水点，
供过往的居民、环卫工人等消暑解渴。

徐向华今年39岁，是平煤神马集团十
矿的一名普通职工。他自掏腰包设立的免
费茶水点位于矿工路与东环路交叉口附近
的人行道边。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他的免费
茶水点，见他正用一次性水杯为一位老者倒
清火茶（上图）。记者注意到，茶水点设有一
张长桌，两个分别写有“清火茶”“白开水”字
样的大保温桶，三张椅子及一叠一次性水
杯。不时有人前来喝茶，有的喝过茶后，还
用自带的水杯接满准备路上喝。

徐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社区的一名志愿
者，平时就热心公益事业。前段时间，他的
一个亲戚在附近开了一家小店做生意。他
工作之余时常来亲戚的店内帮忙。其间，他
发现瓜农、快递员、环卫工人等在烈日下奔
波很辛苦，就萌生了在亲戚店门口设立一个
免费茶水点的念头。在取得社区和家人的
支持后，他准备了桌椅茶桶，买来泡茶用的
甘草、菊花、一次性水杯等，一个多星期前，
他的茶水点正式出街。

前来接水的居民吴西山在附近摆了个
配钥匙摊，当天，他现场为徐向华的善行赋
诗一首：“临街免费供茶水，方便过往行路
人。手留余香赠玫瑰，善事多做不会亏。”

东联北社区有个
免费茶水点
甘草菊花茶供路人消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