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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湿地不允许随意
放生。8月30日，记者从白龟
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
心获悉，近期，该中心在白龟湖
清理了两艘“放生船”。

“白龟湖属于湿地自然保
护区的一部分，是不允许随意

放生的。”白龟山湿地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张立峰
介绍，8月中旬，有市民反映，
有人在白龟湖附近放生巴西
龟等外来生物。他们巡查发
现，湖滨路东段白龟湖岸边经
常停放着两只“放生船”，船只
破旧且无运营资质，存在安全
隐患。他们遂对放生船进行了

清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

地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物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湿地
自然保护区是不允许随意放
生的。”张立峰说，不少市民放
生的水生动物是从水产品市
场上买来的，有一些甚至是外
来物种，比如清道夫、鳄龟、巴

西龟等，这些外来物种入侵会
导致本土物种数量锐减，破坏
生态环境。同时，非法放生行
为也助长了一些商贩售卖外
来物种的不良风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
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

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
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
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
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
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
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张立峰提醒广大市
民共同爱护白龟湖的生态环
境，不要随意放生。

随意放生危害生态系统 助长商贩售卖外来物种不良风气

白龟湖清理两艘“放生船”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近日，不少买菜
的市民不断生出“青菜怎么贵
了这么多”的感慨。8 月 30
日，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近
一周来叶菜价格上涨明显，每
斤售价（1斤=500克）四五元。

“买了点小白菜和大青菜
就花了十几块。”当日上午，市
民王女士在卫东区孵化园市
场买了些青菜，有些吃惊。“青
菜每斤卖到5元钱，和平时比
较贵的豆角一个价了。”

市区体育路中段永辉超
市内，天津白菜、油麦菜、空心
菜每斤价格在3元以下，红苋
菜、上海青、小白菜、西芹每斤
售价均为三四元，生菜、蒜薹、
菜心每斤在5元左右，菠菜每
斤更是达到 7元以上。市区
锦绣街中段一家生鲜超市里，
上海青、韭菜、空心菜、玉米菜
价格每斤在 4 元以下，油麦
菜、小白菜、荆芥、茼蒿、生菜
等均在每斤 4.5 元至 6 元之
间，菠菜、苦菊每斤则逼近 7
元。市区长青路北段一家小
超市里，每斤三四元的叶菜亦

不鲜见。
“最近菜价确实涨了。”魏

寨农贸综合市场管理所所长
张根社说，该市场豆角由以前
每斤两三元涨至五六元，生菜
由每斤两元多涨到4.5元。近
一周来，叶菜价格普遍有所上
涨。“一是季节性上涨，二是近
期雨水多，地里的菜不好采
摘，运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影响。”

市发改委价格调控科监
测数据显示，叶菜平均价格8
月下旬起有所上涨。据分析，
前期持续降水导致茄果类蔬
菜坐果率有所下降，现本地黄
瓜、豆角等蔬菜产能又接近尾
声，上市量减少；南方蔬菜产
区今夏持续高温干旱导致产
量下降，货源和运输的影响导
致外地蔬菜到货成本较高，都
引起市场菜价上涨。由于一
些露地蔬菜到了生长的后阶
段，而大棚蔬菜供应不能及时
满足市场需求，预计蔬菜价格
偏高的情况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随着高温干旱缓解，待新
一茬本地蔬菜上市，价格将出
现回落。

多重因素助涨菜价

叶菜普涨至每斤四五元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8月 30日，记者
从市妇联了解到，由省妇联、
省科技厅主办的2022年河南

省巾帼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选
拔赛日前在郑州举行。经过
激烈的线上项目路演角逐，
我市的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廷怀玉

青白胎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天晟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荣获科创组和创新组
十强称号，进入参赛项目的
十强，入围9月份总决赛。

河南省巾帼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线上路演

我市3家企业入围总决赛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8 月 30 日，记者
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至7月，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1.16 亿元，同比增长 2.4%，
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2.6
个和1.8个百分点。

限上限下单位差距明
显。1至 7月，全市限额以上
单位零售额198.58亿元，同比
增长15.4%。限下单位零售额
422.58亿元，同比下降2.7%。
乡村市场发展快于城镇。按
经营地分，城镇限额以上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167.79亿元，增
长15.4%。乡村限额以上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30.78亿元，增
长17.5%，增速快于城镇2.1个
百分点。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有
所增长。1至 7月，商品零售
增势保持良好，其中限上单位
居民生活用品稳定增长，粮
油 、食 品 类 零 售 额 增 长

23.8%，饮料类增长20.5%，烟
酒类增长25.8%，中西药品类
增长 48.8%。消费升级类商
品有所增长，1至7月，限上单
位日用品类增长 19.3%，五金
电料类增长42.7%，体育娱乐
用品类增长20.8%，建筑及装
潢材料类增长43.6%，文化办
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19.9%，
二手车增长490.8%。

批发业快速增长。按行
业分，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额
29.08亿元，增长22.6%。限额
以上零售业148.86亿元，增长
14.1%。限额以上住宿业 1.35
亿元，增长9.0%。限额以上餐
饮业19.28亿元，增长19.3%。

县（市、区）间消费差距加
大。1 至 7 月，我市所辖县
（市、区）中，高于平顶山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速度2.4%
的有5家，分别是新华区、卫
东区、湛河区、高新区、郏县，
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 2.7%、
2.7%、2.6%、2.5%，2.5%。

前7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平顶山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近日在积极推
进入户安全排查，以便及时
发现用户家中天然气设施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防患于
未然。8月 30日，记者就市
民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
该公司有关人士。

有市民问，前段时间有
人冒充平燃公司工作人员登
门高价推销伪劣燃气器具，
怎样甄别？平燃公司有关人
士说，该公司入户排查人员
均经过专业培训，入户排查
时着蓝色工装、佩戴工作牌
（带平顶山燃气 Logo、员工
编号）。市民可拨打该公司
24 小时服务热线 2931117 核

实。另外，该公司入户排查
前会张贴通知或在微信群中
告知用户。入户时间多在中
午、晚上和休息日。

有市民问，入户安全排
查有哪些内容？收不收费？
有关人士说，入户安全排查
主要检查室内是否漏气，灶
具和连接管安全及使用情
况，燃气具、阀门安全使用和
运作情况以及其他不安全因
素等。如发现漏气，工作人
员会当场处理。入户排查不
收任何费用，工作人员免费
上门服务。

还有市民觉得家里很安
全，不需要检查，或者不想让
外人随便进家。有关人士
说，《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办
法》中有“燃气用户应当对

燃气经营企业入户检查予以
配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的规定。为此，请用户按照
通知时间，家中务必留人，配
合工作人员进行入户排查。

另外，按照《河南省城镇
燃气管理办法》“对燃气用户
不遵守安全用气规定出现安
全隐患的，应当提醒燃气用
户整改，燃气用户应当及时
进行整改”之规定，对于安全
隐患的整改费用由用户承
担。对存在严重隐患拒不整
改的，将按照“燃气用户不按
规定落实整改可能造成安全
事故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以
停止供气，并在隐患消除后
24小时内恢复供气”之规定
采取停气措施，直至隐患彻
底排除。

8月26日，郏县薛店镇李庄村提子种植基地，果农在采摘提子。
据基地负责人李记克介绍，今年他种植的15亩（1亩≈666.67平方米）夏黑提子亩产

量达2000公斤，批发价格每公斤5.4元，目前已被安徽、河北、湖北的客商定完。据了解，
薛店镇目前发展提子种植170余亩，带动2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摄

小提子变身致富“金珠珠”

天然气入户安全排查 要小心更要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