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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察看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沛沛） 2月 17日，副市长张
平怀先后到汇省客生活广场（丹阳路店）、飞速网咖、汝州眼科医

院、望嵩国际影城等地，察看疫情防控工作，并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市召开春节旅游调度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2月 12日，我市召开
春节旅游调度会。会议听取了关于春节期间旅游市场等工作的相

关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副市长张平怀出席会

议。

市领导检查春运安全及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2月 10日，副市长郑
华永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检查我市春运安全及疫情防控工作，

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春节期间，孩子们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收到红包。红彤彤的红包，

也寄托了老一辈对孩子们的祝福。但是这个春节，记者表弟的红包

又被爸爸妈妈收走了，理由是“小孩不能拿那么多钱，不安全。”

春节假期中，“民法典解答孩子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被带上

热搜，多年来“压岁钱谁来管”的终极难题，终于在法律上得到了解

答。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一个

分界线。红包就是纯获利行为，孩子可以交给家长让他们帮忙保

管，但是保管也只是保管，家长不能替孩子花。

在上述记者表弟父母的行为中，不愿意让孩子自行保管压岁

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孩子会乱花，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些

年，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主播、过量进行网游消费等现象屡见不鲜。

未成年人对金钱的滥用行为，背后凸显的是他们尚未形成理性消

费观念和理财规划意识。

而这部分意识的缺失恰恰是由于部分家长忽视了对未成年人

的金钱教育和理财教育，造成未成年人缺少对金钱的基本理解与

把握。而在如何保管压岁钱方面，家长中的普遍做法，是自己全部

收起来，可能的确是在帮助孩子保管，但另一方面也丢失了教孩子

认识金钱、学会花钱的绝佳机会。

《民法典》上的解释可以作为孩子们争取自己保管压岁钱的依

据，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压岁钱这个契机，家长要积极引导孩子们

形成对财产支配权的理解以及正确的消费观念、理财意识。

比如，教导孩子把钱存起来日后用在学费上，孩子们还可以将

这笔钱集中起来买自己需要的大件商品……其实，帮助孩子们学

会选择和规划，才是压岁钱的积极意义所在。

个体是独立的，家长保管也不可能管终生，应当信任孩子，用

正确的教育方式教导孩子处理经济事务，在共同经营中，父母与孩

子相互信任，还有利于孩子们养成正确的诚信

观、人生观，这也是一辈子受用的事。早一点

“放权”，在合理的引导下，让孩子从小学会管

理资金，明确财物的权责归属，何乐而不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于俊鸽） 2月 9日，记者从
市人社局获悉，日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文件，对“十三

五”以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推进全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进行表彰，市人社局名列其中。

据了解，2020年，市人社局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各级稳就业
政策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六稳”“六保”要求，不断强化政策供给，

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努力稳住全市就业基本盘。截至目前，全

市新增城镇就业 13000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198人，有
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全部实现转移就业，有力地防

范和应对大规模裁员和失业风险，确保全市就业形势大局稳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2月 16日晚上，记者带
孩子到煤山公园游玩，只见西门口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上 15块两个
的“钢丝棉烟花”吸引了不少人，格外热销。

据了解，“钢丝棉烟花”系直接点燃金属细丝，燃烧时具有烟花

效果，其火焰（火花）温度极高（可达 2000℃以上），极易引发火灾
或造成人身伤害。因其燃烧后拍摄画面流光溢彩，“钢丝棉烟花”成

了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名副其实的网红商品，因为没有火

药，不少商家称这是最安全的烟花，事实真的如此吗？

记者上网搜索，“钢丝棉烟花”点燃背后实际“危机四伏”。1月
初，上海市民徐先生在小区停车场里燃放“钢丝棉烟花”并拍摄视

频。但短暂的快乐过后，徐先生傻了眼，自家车和邻居的车竟被烧

出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洞！这样的事故还不止一件，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几名学生带着从网上购买的“钢丝棉烟花”到公园燃放，结果不

慎烧着了公园入口处被用作篱笆的部分绿植，引发火情。

记者在抖音上看到，浙江省嘉兴市消防救援支队特意做了次

实验。实验中，消防员进行烟花舞动，并在烟花下分别放置报纸、衣

服、猪皮和手套来模拟可燃物和人的皮肤。随着不断挥动钢丝棉，

迸发出的火星迅速点燃周围的报纸。熄灭后发现，位于操作位上的

衣物也被火星烧穿，猪皮则被高温烫伤。

所以，记者在此想提醒读者，这类“钢丝棉烟花”不应作为网红

产品受人追捧，也建议大家不要购买、燃放此类危险物品，以免造

成人身伤害和火灾事故，影响社会公共安全。毕竟烟花虽好看，但

安全更重要！

2月 13日，是农历大年初二，一场春雨淅淅
沥沥地下着，窗外丝丝初春的寒气袭来。

当晚 7时 30分，在位于广成中路的城区供
电所办公室内，20余名干部职工正坚守在岗位
一线。此时，值班组组长樊红伟和几名电力抢

修工人刚刚结束一起紧急故障抢修，拖着疲惫

的身体回到所里，副所长杨鹏飞正准备招呼大

家吃晚饭。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响起，原来是位于市区站北街的用户报修家里

突然停电。“春节期间，我们更要保障大家有序用

电。带上工具，走！赶紧去看看！”说罢，樊红伟跟

代班领导汇报后，立即和同事陈光芳、冯亚强等

人一起赶到事故地点。经过现场检查，原来是下

户线因雨天短路造成停电。雨中，抢修人员有些

睁不开眼，但依然认真查找故障原因。最终，经过

近 40分钟抢修，终于恢复了送电。抢修结束，确
认无其他故障后，樊红伟和同事们终于松了一口

气。而此刻，大家才发觉只顾着维修，想让市民早

一点用上电，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衣服都被淋湿

了。而周围市民，看到春节期间电力工人还冒雨

抢修，纷纷为他们点赞。

“来电了，太好了。大过年的没有电真难受，

本以为今晚要摸黑过了，没想到你们下着雨还及

时赶到，服务真好！快、快，赶紧跟我进屋喝杯热

茶，暖和会儿。”市民孙大姐说道。

“谢谢你老大姐，祝您新年快乐！春节期间，

我们供电所都是值班的，有电力问题，及时拨打城

区供电部 24小时供电服务报修电话 6862924，我
们第一时间到位抢修。”临走，孙大姐坚持把抢修

人员送到楼下，目送抢修车消失在夜色中。

“越是春节期间，我们越是忙碌，已经记不清

这是我和同事们一起在工作中度过的第几个春

节了。像前天的除夕夜我们就抢修了 9起紧急故
障，虽然为了及时恢复供电，我们时常通宵作战，

身心疲惫，但庆幸的是，大家都及时用上了电，更

没有一位居民因停电发牢骚，大家都是全力支持

抢修工作，我心里感觉暖暖的，再辛苦也值了。”

樊红伟告诉记者，“家人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有

他们的理解，作为电力部门的员工，扛起坚守责

任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回到所里，已经近 9时，副所长杨鹏飞已为
他们准备好了简单的晚餐。他们匆忙扒拉几口，

吃饱后赶紧靠在值班室休息一会儿。“我们平时

值班有 6人，节日期间为了保证用电可靠性，值
班人数已经增加至 20人。目前，市区共 365个台
区，我们要服务 56957户群众。节假日我们更是
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在这个岗位就要承担起

这份责任，让市民放心用电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遵守用电规章

制度，注意用电安全。”

说完，报修电话又响了起来，樊红伟和同事

们了解完情况后，又立马起身奔赴抢修地点。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凝）

牛年春节，为加强疫情防控，汝州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取消了原定的“迎新春”

线下读书活动，今日汝州读书会书友们纷

纷以家庭为单位举办读书会，在琅琅书声

中品味浓郁书香，传递家国情怀。

大年初三晚上，书友郭娜娜家可谓高朋

满座，收到邀请的亲戚纷纷带着孩子前来参

加她家的第三届春节家庭读书会。大人们见

面后，简单寒暄几句就掏出了准备好的书本；

孩子们没有了平日里的追逐嬉戏，安静地开

始上场前的练习。尽管是家庭读书会，但满满

的仪式感还是让在场的所有人充满着期待。

大年初五中午，刚放下碗，书友王占

京就和老伴儿、儿子儿媳、三个孙子一起开

始布置读书会的会场了。搬沙发、摆凳子、

挂横幅、放绿植……为了当晚的家庭读书

会，一家人忙得热火朝天。晚上 7时，王家
的家人们都如约而来，近 30口人把大客厅
坐得满满的。会场热烈隆重，亲情浓浓，在

大孙子王力涵的主持下，全家老少一起参

与的读书会有序进行着。

当家庭读书会的照片、视频经过融媒

体中心“云上汝州”“汝州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党建频道”等媒体平台发布后，

引来无数点赞。大家纷纷留言，称赞这种

放下手机、关闭电视，捧起书本、书声琅琅

的春节是一种文明新风尚。

2021年这个春节，对于家住小屯镇穆堂村
的史智静来说是特殊的一年。今年她响应国家号

召留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打工地海南过年。

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当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团

聚在一起庆祝新年时，史智静同工友们一起简单

地吃了顿年夜饭，想起自己的儿女，她拿出手机

同家人视频拜年，相互问候，一起庆祝新年。“疫

情当前，虽然很想孩子们，但为了自己与家人健

康以及抱着不给家乡添乱的想法，还是决定留在

打工地过年！”史智静说。

史智静今年 43岁，之前一对子女年纪尚小，
她只能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一家人靠丈夫一人在

浙江打工赚钱养家，虽不愁吃穿，但一年都头也

存不了多少钱。几年前，她把孩子们托付给公婆

照顾后，就跟着同乡人来到新疆打工。今年已是

她外出打工的第六年了。这些年她一直辗转在新

疆、海南等地。起初，刚到新疆库尔勒以及哈密

时，她只能靠打零工为生，虽然每天也有几百元

的收入，但并不固定。慢慢地，她摸索到一定经验

后，便组织老乡成立了自己的小队伍，带领大伙

儿从事哈密瓜的摘、运等工作，收入也慢慢多了，

每年新疆的活儿干完了，她就带着工友一起辗转

到海南继续干活。凭着一股能吃苦、不怕吃苦的

劲儿，靠着一双手，她和丈夫穆帅权不仅将家里

的楼房收拾得亮亮堂堂，还在市区飞亚飞小区买

了新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今年，史智静原计划准备春节放假回家与家

人团聚。由于疫情防控让她改变决定，就地过年

成了她的第一选择。“家人都支持我的决定，疫情

过后，还有更多时间和他们相聚。”她说，“春节在

外地过年也挺好。至少，不乱跑不给家乡添乱。现

在春节用工短缺，每天可以赚一千多块钱呢。”

春节期间，除了工作外，休息时间她和来自

四川以及甘肃的工友们一起包饺子，贴年画，相互

交流特色美食等方式热热闹闹地庆祝新年。“在这

里有朋友热热闹闹过年，还可以交到来自大江南

北的朋友，吃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也很幸福。”

不过提起家人，史智静忍不住眼圈发红，她

已经一年没有见过孩子们了。她说，虽然想家，不

过好在通讯方便，基本每天都会跟家里人视频连

线。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吉祥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

员 秦俊杰 王婉璐 焦若莹） 2月 12日是
农历正月初一，有这样一群人依旧坚守岗位，有

条不紊地辛勤工作着，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急诊科、儿科病房、门诊收费室、病房里，随处可

见忙碌的身影，他们就是撑起最美“敬业福”的市

人民医院医务人员。

“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们一直坚守在

防控一线，今年你们依然在，辛苦了，新年快乐！”

在市胸科医院，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负责人对奋

战在汝州“小汤山”医院的医护人员致以最亲切

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辛苦了，这是送给大

家的新年礼物。”在市人民医院朝阳院区，医院相

关负责人亲切地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并

为他们送去了新年礼物。

春节期间，市人民医院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

深入市胸科医院、丹阳院区、朝阳院区各个门急

诊、病区，看望并慰问春节期间奋战在一线岗位

上的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给大家分发吉祥物，

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全院在春节

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及家属拜年。院领导在

送上祝福的同时，强调要加强风险意识，认真扎

实开展联防联控，坚决打好此次疫情防控战。殷

切叮嘱大家，要严格遵守防护规范，做好防护措

施，勤洗手多通风，在保护他人健康的同时也要

好好保护自己。

浓浓春意来，声声祝福暖。一声声亲切的问

候和祝福，让一线值班人员备受鼓舞、深感亲切。

虽然没能回到自己的小家团圆，但在市人民医院

这个大家庭里，一样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暖暖

的幸福。大家表示一定不辜负群众的期望，在春

节期间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竭尽全力为市民

的健康保驾护航。

电力抢修工人樊红伟的春节

在海南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春节守护在健康一线

别样家庭读书会，春节彰显文化味

春节期间，市第三水厂的值班人员孟丹阳、李松峰等人对

供水设施、供水情况进行日常检查及巡查。 张亚萍 摄

春节期间，为给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干净亮丽、喜庆祥和的

节日环境，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坚

守工作岗位，全力做好节日保障工作。图为接线员范晓娜接听

市民打来的热线电话。 张亚萍 摄

大年初六，沙滩公园游人众多，园区开设的水上摩托项目

吸引众多市民乘坐体验。 梁杨子 摄

大年初二，中央公园增加保安 30余名、保洁人员 60余人，

对公园内环境卫生、防疫防控加强巡查管理，确保公园干净整

洁，有序运营。 梁杨子 摄

正月初六，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抢修下水道。梁杨子 摄

让孩子在自己保管红包中学会理财
● 黄旭彤

网红“钢丝棉烟花”很危险

市人社局获全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集体

家庭读书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