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体局工作人员慰问河
北受灾地区返乡学生

□记者 张猛 文/图

本报讯 “太谢谢你
们了 ，我们正为孩子上学
的事发愁呢 ，谢谢你们的
帮助……”8 月 26 日 ，从
河北灾区返乡的西华县

皮营街道杨楼社区居民

杨斌对该县教体局工作

人员感激地说。
前段时间，河北霸州遭

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杨斌
夫妇在当地承包的耕地被

淹，女儿和儿子就读的学校
灾后也需要重建，他们只好
带着子女暂时返乡。 眼看就
要开学了，可孩子的学籍在
霸州，在老家如何让孩子入
学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一枝一叶总关情。 河
北灾情发生后 ，有部分家
庭返回原籍或投亲靠友 。
我省因灾返乡学生秋季

入学面临的问题牵动着

河北 、河南两地教育部门
领导的心 。 日前 ，河北省
教育厅就受灾地区返乡

务工人员子女秋季入学

问题向我省教育厅发来

协助函 ，商请我省教育部
门协助安置学校就读。

8 月 26 日下午 ，周口
市教体局接到省教育厅通

知后， 局党组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 安排西华县教体
局展开摸排工作， 帮助河
北受灾地区返乡的 3 名西
华籍学生就近入学， 确保
孩子秋季开学正常上课。

“孩子的学校找好了
吗？ 有啥困难尽管说，我们
会想方设法帮助你们办理

好孩子相关入学手续。 ”8
月 25日晚， 正在杨斌夫妇
为孩子上学的事发愁时，他
们接到了西华县教体局工

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8月 26 日上午， 西华

县教体局党组又指派该局

有关负责人带领该局教育

股和所在辖区中小学负责

同志，分别前往 3名从河北
受灾地区返乡学生家中进

行走访慰问并现场办公，帮
助他们解决入学问题。

截至记者发稿时 ，从
河北受灾地区返乡的 3 名
西华籍学生秋季入学问题

均已得到解决。

绝不让一个学生
因灾失学
西华妥善安置

河北受灾地区返乡学生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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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慕晨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外卖
点餐凭借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日益成为越

来越多市民的就餐选择。 随着外卖行业
的崛起，“外卖小哥”也应运而生，他们每
天骑着电瓶车、 摩托车穿梭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 彭浩就是众多外卖小哥中的一
员，他工作 3 年来，从一名普通 “外卖小
哥”做起，现已成为领导外卖小哥的站长。
每一单准时送达， 是他对劳动精神的诠
释， 他用辛勤和汗水写下了自己的奋斗
故事，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劳动最光荣 ”
永不过时。

只要肯吃苦就能收获甜

“我结婚早，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我要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给孩子们树立一
个好榜样。 ”彭浩说，“我去做美团外卖员
工作前在离家较近的玻璃厂工作，当时一
个月 3000元，根本满足不了日常花销。听
说出去打工能挣钱，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外
出打工， 俺家亲戚告诉我别离家太远，不
如就近去美团试试外卖员的工作。 ”2019
年，听了亲戚“父母在，不远游”的话，他去
美团应聘，成为一名外卖小哥。

一辆电动车、一部电量满格的手机、
一个充电宝和一个配送箱子，戴上袖套、

头盔、口罩，他就风风火火地出发了。 送
外卖的第 1 个月，工资 3000 多元，比在玻
璃厂拿到的工资高了一点点。 送外卖的
第 2 个月， 工资 4000 多元， 他总结了经
验：送外卖除了要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
要成为 “活地图”， 灵活规划送餐路线。
“越干越有劲，只要不懒惰，只要肯吃苦，
就能收获生活中的甜蜜。 ”彭浩笑着说，
“我从入行时拿 3000 多元工资的外卖小
哥，成为如今月工资七八千元的站长，这
3 年收获很多，工资越来越高，生活越来
越好， 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长了不少见
识。 ”

送外卖绝不是低人一等

“我们通过及时送达、温情服务来赢
得顾客的尊重。 ”彭浩说，夏天汗水几乎
把衣服湿透了， 冬天有时衣服在身上穿
一天都捂不热。 不过，最让他担心的还是
暴雨天气，骑车途中，雨迎面打在脸上 ，
眼都睁不开。 2020 年 7 月的一天，暴雨连
绵，全市大部分外卖站点都关闭了，彭浩
所在的站点还开着，他也没有停止接单。
冒着暴雨，他接单、取餐、送餐，路过积水
路段，下车推着前行。 “那天送餐送到夜
里 11 点多。 ”彭浩回忆着说，那天送的外
卖顾客都很满意， 有的外卖被雨水淋湿
了，顾客没有投诉，反而感谢他 ，叮嘱他

要注意安全。 “那一刻，我为我是一名外
卖小哥而自豪。 ”彭浩说。

2023 年 8 月中旬， 顾客在平台上点
了三大桶矿泉水，彭浩把水送到地方才发
现是老旧小区，给顾客打电话后发现对方
是一名正在养病的女性。 彭浩二话不说，
扛起水就往顾客所在的 6 楼走去。 三桶
水，他走楼梯来来回回送了两趟，送完水
已是汗流浃背。 “谢谢你，谢谢你，让你爬
楼梯上来送水，真是辛苦你了。 ”女顾客
一边感谢， 一边从冰箱里拿出冰水递给
他。 这样温暖的瞬间，总会让彭浩感到自
己的职业被认可、被尊重。

一天 24 小时， 对于每一个外卖小哥
来说，既长又短。 为了能让顾客按时吃上
饭，他们争分夺秒，在城市中来回穿梭 。
像彭浩这样奔波在千家万户间的美团外

卖小哥全市共有 2000 多人。有人会认为，
外卖员这份职业处在社会底层的 “温饱
线”上，但事实上，这份职业带给他们最大
的安全感来自收入，这份门槛低、灵活、自
由、收入稳定的职业，不仅能够让他们温
饱自足，还能让他们亲身丈量周口的每一
片土地。 ①6

外卖员：靠辛勤工作 过体面生活

□记者 何晴

本报讯 8 月 24 日， 日本启动福岛
核污水排海引发全球关注和热议， 部分
国内市场出现食盐抢购现象。 我市情况
如何？ 市民是否需要囤盐？ 8 月 25 日至
8 月 26 日，记者走访了中心城区多家大
型超市购买食盐情况。

在开元万达广场万果园超市和位于

汉阳路与七一路交叉口的万果园生活广

场，记者看到，多个种类的食盐出现空缺，
货架前，工作人员不断进行补充，不少市
民挑选着食盐。 记者注意到，大多数食盐
选购者为中老年人。

采访多位前来购买食盐的市民后 ，

记者发现 ， 造成市民囤盐现象的大部
分原因是市民看到微信群分享的囤盐

信息及某平台自媒体发布的相关视频

内容 。 不少购买食盐的市民表示 ，自己
虽然知道食盐保质期只有 3 年 ， 但看
到其他人买了 ，也就跟风囤一些 。 “我
记得十几年前 ， 有次不知道哪来的谣
言说让囤盐 ，结果吃了好久才吃完 ，我
算是长教训了 。 这次本来说不买了 ，但
看到别人都买 ，还是忍不住要买点 。 ”
市民陈女士说完 ， 便拿起 2 包食盐放
进了购物车 。 “都跟老人家说了不用买
盐 ， 我国生产的食盐 ， 使用原料有海
盐 、井矿盐和湖盐 ，咱们根本不可能缺
盐吃 ，但她还是想来超市看看 。 ”一女

性市民说 ， 她的母亲本来想要抢购 20
包食盐 ，在自己的劝说下 ，最终购买了
10 包 。

针对食盐销量激增 ， 河南万果园
实业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发现
食盐销量上升后 ， 我们就及时加紧配
货到各门店 ，进行点对点补货 ，保障市
民需求 。 目前食盐货源充足 ，供应不成
问题 ， 而且近期也没有食盐涨价的计
划 ，请市民按需理性购买 ，不信谣 、不
传谣 。 ”

8 月 26 日下午，记者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目前我市食盐市场供应渠道畅通，
储备供应充足，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理性
消费，不要盲目抢购。 ②15

食盐市场供应充足 市民无需跟风囤盐

������8月 25日，郸城县白马镇杨庄村村
民王远锋在合作社仓库向记者展示藏

红花种球。 据了解，今年 54岁的王远锋
捕捉到种植藏红花的商机后， 流转 100
多亩土地种植藏红花，年收入达 200 多
万元，把“吨粮田”变成了“万元田”。 ①2

记者 徐松 摄

平原种出
藏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