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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 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凤头鹰“落难”，警民联动将其送到
市野生动物救护站。5月 23日，记
者从市野生动物救护站获悉，经过
全面检查及喂养后，这只被救助的
凤头鹰目前状态良好。

5 月 22 日近中午时分，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湖滨派出所接到群众
求助，称在河南城建学院发现一只
疑似鹰的野生动物，看上去无精打
采的，需要救助。随后，湖滨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将该动物带至所里
安置，并联系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
队。得知情况后，市公安局森林警
察支队立即与市野生动物救护站联
系，并第一时间将该动物转运至救
护站进行救助。

5 月 22 日下午，记者在市野生
动物救护站看到，此动物的喙形如
钩子一般，胸下有暗棕色与白色相
间的横斑纹，双爪紧握，瞪着一双圆
溜溜的眼睛，看上去弱小无助又可
怜。

“这是凤头鹰，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地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科工作人员魏晨巍
说，凤头鹰属于鹰科、鹰属的中型猛
禽，主要以大型昆虫、小型哺乳动物
等为食。

经工作人员初步检查，该凤头
鹰身上无明显外伤，可能是因为生
病或饥饿导致无法长时间飞行。目
前，凤头鹰暂住在市野生动物救护
站，待确认其体能和精神状态恢复
正常后，工作人员再择合适地点放
归自然。

据魏晨巍介绍，自 5 月 1 日至
今，市野生动物救护站已救助猫头
鹰、游隼等各种野生动物近 30 只。
魏晨巍提醒市民，保护野生动物，人
人有责。如遇受伤、受困、迷途的野
生动物，千万不要盲目救助或自主
放生，请第一时间报警或拨打野生
动物救助电话 2661120 联系动物保
护部门。此外，猛禽类动物具有一
定的攻击性，市民在救助过程中，一
定要先确保自身安全，再及时联系
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警民联手救助
“落难”凤头鹰
本月，我市已救助
野生动物近30只

□本报记者 高红侠

5月 23日上午 8点半，位于市区
长青路与曙光街交叉口附近的资源回
收站刚开门，居民周莲秀就将家里存
放的废纸箱运到资源回收站来卖。

“大妈，把纸箱推到这边。”看到有
人来，工作人员李清花主动上前打招
呼，并熟练地帮忙卸下纸箱称重。

“黄纸10公斤，花纸1.2公斤，总共
13块钱。”负责称重、记账的工作人员
娄宗用计算器核算后，将13元现金支
付给周莲秀。

“这里收废品价格公道还离家近，
真方便！”周莲秀说，她家住长青路南
段附近，儿子儿媳爱网购，快递包装箱
存放在家里嫌碍事。前段时间，她听
说新华区环卫服务中心在长青路设立
了资源回收站，就把快递包装箱拿来

变现。
“闺女，来，帮我称称。”家住曙光

街西段的刘大妈骑着三轮车来到该资
源回收站。车上装满了已提前分类的
纸箱、书本、饮料瓶等废品。

刘大妈今年70多岁，每天出门遛
弯时总爱捡一些饮料瓶和纸箱。以
前，她总是骑着三轮车把废品送到姚
电大道一废品收购站，一来一回一个
多小时。“路远不说，家里人还怕路上不
安全。”刘大妈说，现在好了，资源回收
站就设在家门口，不到10分钟就到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资源回收站门
前张贴有资源回收价格表，上面明确
标明织物、纸类、金属等各种资源回收
的价格，还有营业时间。当天上午，前
来卖废品的居民排起了队，工作人员
有条不紊地为大家称重、结算。

“目前，全区已设立9个资源回收

中心（站点），深受大家的欢迎。”新华
区环卫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延斌说，如
果居民家有沙发、旧电器等大件物品
需要回收变现，只需通过小程序（至美
Ai家）提前预约，工作人员可上门回
收。

陈延斌表示，资源回收中心（站
点）可以满足附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中转需求，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
再生资源利用最大化，居民在家门口
就可以把废品变现。同时，他们积极
引导居民将塑料、纸、瓶类等废弃物等
进行回收，变“扔垃圾”为“捡垃圾”，逐
步养成垃圾不乱丢、废品有人捡的良
好习惯。自去年以来，该中心积极推
进“三级回收体系”，以提升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下一步，他们将
继续增点扩面，助力打造15分钟便民
服务圈。

废纸箱等可回收物在家门口就能变现

新华区已设立9个资源回收中心（站点）

两户八旬老邻居
爱花成痴喜植绿

安培中心家属院位于市区东
安路南段，面积不大，属老旧小
区。5 月 23 日，记者走进该家属
院，一股淡雅清幽的花香扑面而
来，5号居民楼前几处花架上，错落
有致地摆放着文竹、三角梅、幸福
花、绿萝、茶花、月季、绣球等花草，
周围还种有杏树、石榴、无花果等
果树，果树下摆有休闲椅、小方桌、
凳子等。

创造这片“绿色”的，是家住5号
楼一楼，两户相处和谐的老邻居。
一户是胡国明、韩秋芬夫妇，另一户
是吴传德、张秀芝夫妇，他们都已年
过八旬。

“茶花、杜鹃、玉兰花刚开过，这
段时间开花的是三角梅和凤仙花。
瞧，这是我前天刚用凤仙花包的指
甲……”80岁的韩秋芬一边伸开双
手展示，一边打开了话匣子，眉眼里
掩饰不住笑意。“我和老伴儿都爱养
花，自1985年搬来到现在，每天就与
花草相伴。平时邻居和亲朋好友也
乐意到俺家做客，一边下棋喝茶，一

边欣赏花草，心里可舒服……”
“院子越来越漂亮了，大家看着

也舒服。”吴传德笑容中透着憨厚。
吴传德是个爱钻研的人。为提高养
花技艺，他经常穿梭于市区各花卉
市场，向卖花人请教，还购买专业书
籍学习。如今，他已是一位养花的
行家里手，对各种花卉的养护方法
了如指掌。

社区成立养花协会
探索打造“四香”社区

“他们两家还是我们小区的花
草大夫。谁家的花病了，他们总有
办法把花救活。这可是真功夫！”居
民张竹青说，前段时间，她养的文竹
叶子发黄快不行了，剪枝、施肥都不
管用。吴传德给花换了土，又拿柠
檬、橘子皮泡的水浇浇，没多久花就
恢复了生机。

5号楼东头“兰花苑”内，一盆盆
不同品种的兰花长势旺盛；4号楼前
有10多株树状月季；3号楼西头有片
竹林，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
安培中心家属院居民楼前后随处可
见居民精心培育的绿植盆栽。

“居民不可以在小区公共区域

种菜，但可在社区的引导下，在规定
区域养花或认养花草树木。社区成
立有养花协会，除定期对爱养花的
居民进行免费培训外，还免费提供
花架或认养牌。”安培社区党委书记
徐文婷告诉记者，安培社区辖 16个
庭院，其中绝大部分建设于上世纪
90 年代，庭院内圈地种菜、杂物堆
积、设施陈旧等问题较为明显。去
年初，社区结合部分居民喜欢养花
种树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成立了

“安培社区养花协会”，大力支持和
倡导辖区居民养花种草。社区每年
还会评选出庭院绿化效果显著的优
秀家庭进行表彰。此外，社区还通
过“认养一棵树，守护一株花”等活
动，将居民的参与热情与社区绿化
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居民的共同努
力，打造出一个个美丽的“公共花
园”。

社区还设置“共享读书角”，邀
请书法爱好者美化楼道，在庭院内
广泛种植绿竹、蔷薇，建设“多彩竹
园”，逐步探索打造了一个以“花香、
书香、墨香、竹香”为主题的“四香”
社区，让各庭院的角角落落成为居
民的打卡地。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一进院，鸟语花香，心情
马上变舒畅了！”5月23日上午，
市民王娜到朋友家串门，刚走
进卫东区东安路街道安培社区
安培中心家属院，就看到大门
旁临街 5 号居民楼楼前绿意盈
盈、有花有果，不禁感慨道。

邻居联手种花植绿
共建美丽家园

尘土飞扬

市民王先生来电：市区开源路
九龙广场32号楼南边工地的渣土车
不设防护，不洒水，尘土飞扬。

垃圾堆积

市民李女士来电：示范区清风
路与未来路交叉口东北角游园变电
站门口堆放了不少垃圾无人清，影
响城市形象。另外，变电站西北角
树木太高，上面有缆线不安全。

噪音扰民

微友“Aolin”留言：市区湛河南
路秀水名居附近湛河堤上，晚上有
人唱歌，音响声太大，影响周围居民
休息。 （平报热线办 鲁俊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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