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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随着供暖
的开始，市民家里的温度会比较适宜，但
是空气却比较干燥，人们容易出现不适的
症状，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儿还容易感冒。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在供暖季市民
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市民在供暖期间大多会选择关闭门
窗，以保持室内的温度，但这样容易导致
室内干燥，空气流通不畅，人们会口唇干
燥、咽喉肿痛、咳嗽，进而引发上呼吸道感
染。同时，干燥的环境会加重慢阻肺、哮
喘、肺气肿等患者的病情。

据有关资料显示，冬季室温保持在
18℃至 24℃之间为宜，湿度 50%至 60%为
宜。当空气湿度低于40%时，室内相对干

燥，各种细菌繁殖速度会加快。因此，供
暖时应及时开窗通风，保持房间里空气的
正常流通。

近日，记者在新郑市某家医院采访时
看到，一位 50 多岁的患者出现了烦躁不
安、鼻咽干燥、胸闷、头晕眼花、虚弱无力
等症状。医生告诉记者这是典型的“暖气
病”。如果室内温度过高，肺火就会越来
越大，呼吸道水分蒸发较多，肺和上呼吸
道会比较干燥，加上运动量少，易让人抵
抗力下降，出现各种不适。

医生提醒说，天冷更要以动治“冻”。
所谓以动治“冻”，就是要多到户外参加体
育锻炼，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生。而不能一
味地享受房间里的温暖而“猫冬”。另外，

预防“暖气病”,平时还要注意多喝水。老
年人排尿次数多，更要常饮水。同时要多
吃水果，如苹果、梨、香蕉、橘子等，这些水
果含有多种维生素，水分充足，营养丰富，
有润肺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可提高抗
病能力。

赵霞在新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特别是出自她
那双巧手下的剪纸作品，让新郑人甚是喜爱。

谈起剪纸，赵霞说还得感谢自己的母亲。在老家山西
临汾，每到过年，母亲就会剪各式各样的窗花。受母亲的
熏陶，赵霞对剪纸产生了浓厚兴趣。嫁到新郑以后，她也
没有把这个手艺丢掉，闲来没事，她的脑子里就会勾勒出
作品的雏形，然后一把剪刀、一张剪纸，再加上赵霞的一
双巧手，纸屑纷飞间，一幅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剪纸作品
便呈现眼前。

为使剪纸这项民间传统艺术得以发扬、传承，赵霞潜心
钻研，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刻苦努力，她的剪纸水平得到不
断提高，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注意。

在赵霞的家里，记者有幸欣赏到她的剪纸作品：
《清明上河图》、《天下第一福》、《轩辕黄帝》、《抬花
轿》……每一幅作品都细腻柔美，从不同侧面表现出了
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时代特色，寓意吉祥、栩栩如生。

为了把民间剪纸艺术流传下去，赵霞在不断创作剪纸
作品的同时，还不忘培养年轻一代学习剪纸艺术。今年以
来，她在新郑本地就开展了数场剪纸培训班，招收的新郑籍
学员也有上百人，其中有家庭主妇、年轻人，还有中小学生。

在网络发达的当下，赵霞还开通了微博、微信，利用网
络与网友们交流剪纸艺术。随着粉丝的不断增加，赵霞的
知名度越来越高，前来拜师学艺的人也越来越多。在采访
期间，就有一名来自开封的 20多岁的小伙跟着赵霞学习，
从剪纸、染色到装裱，赵霞细心讲解，并亲自示范。

赵霞告诉记者，剪纸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她
更希望今后能将剪纸艺术不断传承，发扬光大，创作出一些
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表现风俗传统或风景的作品，以展现
黄帝故里的人物美和风景美。

南桥风雪、溱洧秋波、塔寺晚钟、欧坟烟
雨……一个个浪漫而有诗意的明清新郑八
景，对于许多新郑人来说，或许只是个抽象的
概念。但偏偏就有人“牛脾气”上来，又是几
番寻景印证，又是四处翻阅资料，直到用笔墨
将美景还原出来。

有着如此“牛脾气”的人，名字里有四个
牛——牛犇。作为土生土长的新郑人，刚步
入而立之年的牛犇，对家乡有着超出年龄的
深厚感情。“我希望用画笔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的家乡山水秀美的一面。”为了尽量真实还
原，他在创作中结合了明清时期文人墨客对
于新郑八景的诗句描写。

妙笔丹青赞家乡，是因为感情的迸发。
而对艺术的痴迷，则是源自内心的热爱。凭
借着这份热爱，30岁的牛犇在追求艺术的道
路上坚持了12年。如今这个熟练掌握书法、
国画、篆刻、装裱技巧于一身的年轻人，在当
地书画圈里已小有名气。

“现在愿意静下心来钻研传统艺术的年

轻人不多了，他能在斗方之间坚持至今实属
不易！”一位新郑书画界老前辈这样评价牛
犇。的确，在牛犇人生最美好的花样年华
里，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花前月下”和“对
酒当歌”上，而是用笔墨书写了不一样的青
春路。虽然这条道路不仅寂寞孤独，还要承
受现实的压力，甚至亲友的质疑，但牛犇始
终坚持如初。

“情不自禁”，是牛犇对自己最初走上
这条路时的最大感受。高中时，偶然看到
一本关于篆刻的书，立刻被一方方造型各
异的印拓所吸引，“感觉像得到了一本‘武
功秘籍’”。从此，牛犇开始疯狂“修炼”。“没
人指点，就在萝卜、橡皮上反复雕刻，同学都
说我走火入魔了。”牛犇回忆说。

升入大学后的牛犇，随着对篆刻的了解
加深，逐渐意识到没有书法的功底，再精雕细
琢的印章终究带着几分“匠气”。为此，牛犇
四处找名家指点，并拜“草圣”林散之的弟子
单人耘为师，入门“新安画派”。经过名师指

点的牛犇，书画功力突飞猛进，又是在大学举
办个人展览，又是接受省级电视台专访，一时
间成为校园里的“传说”。

可当站在毕业的人生路口，“传说”很纠
结。在多方压力下，牛犇不得不暂别艺术道
路，选择了一份在大家看来还不错的工作。

“选择完就后悔了”，牛犇说，本想利用工作之
余继续书画篆刻，可空闲时间被挤占，根本没
机会拿毛笔，“每一天都是煎熬，实在不能忍
受把书画当爱好，我还是想把它当事业！”于
是，牛犇辞掉了这个在大家眼中收入颇丰的
工作。

重新返回艺术道路的牛犇，很快开办了一
家名为“大河堂”的书画工作室，就在他准备大

展拳脚之时，包租婆的涨房租“通牒”给牛犇兜
头一盆凉水。面对高额的房租，牛犇这次没有
再向现实低头，而是把工作室暂时搬回家中，
继续坚持。

如今，虽然家中地方狭小，但牛犇依
然每天潜心练习书画篆刻，不亦乐乎。对
于工作室的未来，牛犇有着自己的想法，

“尽快让工作室重新开张，然后联系书画
圈的朋友围绕新郑市的老城印象、红枣文
化等创作一系列书画作品，也算为我们自
己留住乡愁。”

对于今后的路，牛犇坦言，这条道路虽然
痛并快乐着，但是还会继续坚持，“我要做一
个笔墨里的守望者”。

笔
墨
里
的
守
望
者

本
报
记
者
刘
佳
美
沈
磊
文/

图

网购：让人欢喜让人忧
本报记者 刘佳美

在前不久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中，网民们“齐心协力”
用 571.12亿的交易额刷新了纪录，更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在阿
里巴巴公司公布的一份全国百强县的消费榜单中，新郑位列
第 35位，成为我省唯一进入榜单的县级市，市民们的购买力令
人咋舌。

的确，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购物方式。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
网购也存在众多问题。于是，爱之者，称之为“全新的商业形
态”；恼之者，诟病其“支付不安全”和“陷阱重重”。

从“时尚”走向“大众”

“要想生活好，赶紧上淘宝”、“发家致富靠劳动，勤俭持家靠
京东”……最近，这些接地气的广告语开始在农村的土墙上出
现，互联网电商下乡“刷墙”暗战农村市场，正说明网购人群的地
域分布正在扩散。据新郑某快递公司快递员介绍，以前很多快
递公司业务范围没有覆盖到乡镇，“现在能派送到大多数乡镇，
件数也是越来越多了。”

如今的网购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不少叔叔阿姨在子女
或亲戚的影响下，也开始学会在网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随着
不同年龄段购买人群的增加，网购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
人”，成为一种大众行为。

网民参与的同时，新郑的不少企业也开始瞄准网络平台开设
旗舰店，以“好想你”为例，“双十一”当天19个小时的销售额便突
破了1000万。知名品牌的加入，更刺激了广大网民的购买欲望。

“鱼龙混杂”请擦亮双眼

幸福的网购经历大多相同，不幸的网购却各有不幸。采访中，
市民小孙就遇到了网购商品与图片色差严重的问题，“没有照片上
好看，质地也没有想象那么好。”当问她是否要退回时，她摇摇头，“太
麻烦，将就着用吧。”网购方便快捷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不少烦恼。

商品的质量出问题，或许可以容忍，但若是支付安全出了问
题，则可能造成“钱货两空”。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双十一”当天
360安全卫士、手机卫士等安全软件共为全国用户拦截钓鱼网
站攻击1.97亿次，相当于平时日均拦截量的2.05倍，网络支付安
全的境况可见一斑。

专家也提醒消费者，网络是个虚拟的世界，所有行为都可以
以虚拟身份掩盖，因此很容易滋生欺诈的现象。网上购物存在
着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在网上购物时，要选择规模较大、诚信
度高的正规购物网站购物，选择网站为责任方的付款方式，避免
卖家对售后说不。

“剁手族”应理性消费

随着网购的火热，也随之诞生了一个新词——“剁手族”，指
的是那些习惯于每天浏览网店，只要看到价格优惠或是商家活
动，不考虑有无需求便果断购买的网民。往往是家里堆积着各
种淘来的商品，有些却从未使用。

“网上购物不用现金付款，好像不花钱一样。加上经常有网
络秒杀这种活动，低价的诱惑让我很难以自制。抢到了就觉得
赚了，抢不到就会烦上好几天。”小孙这样的心态的确代表了很
多人。

有专家表示，那些每天想着网购，长时间没有网购心里就觉
得不舒服的人，可能患上网购瘾或者囤货瘾。对于这类人群，可
以考虑让信任的人来管理自己的财务，也可以开通银行账户的
短信通知，随时掌握消费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还可以做一些投
资或者定期存款，从源头上杜绝无谓的消费。当然，除了平时要
学会理财，还应该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对购物
的欲望。

在前两期《关注城市交通》专栏中，部
分新郑市政协常委和委员谈了各自对城
市交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接下来的报
道，本报将采访该市有关职能部门的相关
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请他们谈谈在疏
堵保畅方面采取的举措和建议，帮助群众
更快解决拥堵带来的烦恼。

新郑市交巡警大队大队长 郭凯伟：
开展城区交通秩序整治，推进智能交通
建设。

近几年，交通拥堵这一“城市病”在新
郑市日益显现，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交通拥堵让有
车一族平添了“幸福的烦恼”。在疏堵保畅
方面，我们的做法首先是大力开展城区交
通秩序整治，紧紧抓住群众反映强烈、严
重影响交通秩序的突出违法行为，开展交
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查处闯红灯、
随意变更车道、不按规定超车、超速行驶、
出租车随意调头等影响道路畅通的交通
违法行为，大力开展查处无牌证加篷机动
和电动三轮车、水泥罐车、渣土车等重点
车辆专项治理工作，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
一定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进智能交通系
统建设。为了缓解警力紧张对交通管理带
来的压力，我单位详细分析交通拥堵的各
种成因，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建议发
展城市智能交通建设，该项目已得到市政
府立项批准，将在城区原有交通设施基础
上增设48套电子警察等一批交通设施，新
建一大型交通指挥中心，建成后对有效疏
导管控新郑市道路交通秩序将起到良好
的作用。我单位还将持续性抽调警力投
入市区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对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保持高强度管控力度，深化各种交
通管控措施，巩固并保持前段整治成效，
确保交通拥堵不反弹，逐步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应对日渐增多的机动车辆所带来的
交通压力。

新郑市交巡警大队交通督察室主任
高波：优化市区交通组织管理，加快停车
场建设。

在科学组织提高通行能力方面，对城
区所有交通信号灯根据交通流量进行了
合理配时；新施划左转待转区和右转专用
道 7处；在玉前路乐谷酒店进行物理隔离
渠化，禁止高峰左转；对新华路公安局西
环岛重新进行渠化。同时，增设交通信号
灯、隔离护栏，提高通行效率。今年以来，
在人民路联通公司等路口新设信号灯 7
处；9 月份以来，利用旧交通隔离护栏对
人民路西亚斯段、玉前路庆都首府段、公
安局环岛东等路段进行了中间隔离，共设
置隔离护栏近1000米，缓解了无序通行引
发的堵塞。

建议加快停车场建设。市区交通拥
堵主要成因是机动车违法停车、其他占
道严重和停车场建设滞后于机动车增
长速度。在下阶段工作中，我单位将进
一步搞好部门协作，与相关部门搞好配
合，大力助推市区停车场建设早日落实
到位，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停车难和市区
交通拥堵。

新郑市交巡警大队民警 高东强：加
强高峰期管理疏导，深化交通管控措施。

加强高峰期管理疏导也很重要。为
有效疏导市区道路交通高峰，我大队在人
民路、中华路等易堵路段增加 8处早晚高
峰岗，机关科室民警早上班晚下班，确保
重点时段市区主干道路口警力充足，做到

“车流不减、岗位不撤”。同时在人民路、
新建路、中华路安排警力巡逻执勤，及时
处置，保证主要路口路段畅通，提高了市
区见警率和管事率，及时制止和纠正交通
违法行为。

供暖季需注意：

多开门窗勤喝水强化锻炼保健康
关注城市交通（三）

本报记者 赵地高凯

赵霞在微博上与网友交流剪纸艺术。

牛犇正在潜心创作。

受“新安画派”影
响，牛犇创作的“溱洧秋
波”画风趋于枯淡幽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