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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畅凯

本报讯 近日，在儋州做生意的市民
李民向本报记者反映，那大镇政府附近
的云月路路段环境卫生堪忧，路面尘土
飞扬，时常可见乱扔的生活垃圾，可谓是

“脏乱差”。记者昨日联系儋州市环境卫
生管理局了解情况。该局负责人回应
称，儋州市的环卫清洁服务外包给儋州
美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接到市民投诉
后立即责令该公司进行整改，同时欢迎
广大市民对儋州市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监

督。
“路面尘土飞扬。”李民告诉记者，他

2018年就居住在云月路附近，但最近两
个月云月路路段环境卫生堪忧。而儋州
夏日广场附近以及文化中路路段环境卫
生较好，路面整洁、绿化到位，让人感觉
十分舒服。李民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能
尽快对云月路路段的环境卫生进行整
改。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负责人称，
儋州市的环卫清洁服务已经外包给儋州
美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路面的尘土极

有可能是渣土车经过时掉下的，路面上
乱扔的生活垃圾未及时清理，已安排工
作人员责令儋州美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立即清扫。”该负责人说。

截至发稿前，儋州市环卫局负责人
回复称，就群众反映的云月路路段环境
卫生问题，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已到场并
监督儋州美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
整改，整改完成后拍照留证。儋州环卫
部门欢迎市民对环境卫生情况进行监
督，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清理，不留卫生
死角。

“云月路路面尘土飞扬，垃圾乱扔”
儋州市环卫局：责令外包公司整改

海马的务实和诚意：以品类战略激活MPV隐性需求
随着二胎家庭的增加和消费升级，

消费者对于一款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家
用MPV车型的需求愈发强烈，在MPV
细分市场深耕过多年的海马汽车，率先
洞察到了这样的市场变化，8月23日，海
马7X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2.58万-
14.98万元。

海马7X 非常明确地喊出了“第一台
真正为孩子打造的车”的口号，在家庭出

行最在意的“空间”和“安全”两方面狠下
功夫，不仅拥有超大车身尺寸、2+2+3灵
活座椅布局，超宽过道，进深达420mm
的大后备厢，还可实现“前排放倒变沙
发，后排平放双人床”，随时随地变身“移
动的家”。

针对儿童安全，海马7X配备了儿童
防遗忘提醒、儿童监护影像系统、儿童锁
一键控制等同级独有配置，还为孩子设计

了后排专属语音控制系统，让孩子在旅途
中更有乐趣。

仅从这两方面就能明显感受到，海
马7X对于二胎家庭出行需求的深刻理
解，这些看似是“细节”的产品设定，实际
上正是家用MPV潜在用户群体真实的
需求和痛点，海马7X的“务实”和“诚意”
值得市场给予更多的期待。

（广告）

《海口大同路大树被风刮倒砸中一
骑电动车女子，10余市民抬树救人》追踪

（详见本报10月14日4版）

受伤女子
已转入普通病房

本报讯 此前，本报报道了海口大同路树木
被风刮倒，一名骑电动车女子路过时被砸伤。
风雨中，十余名路过事发路段的热心市民合力
抬树救人，及时将该女子送医抢救。被砸中的
女子潘女士伤势较重，手术后一直在重症监护
室住院观察。昨日，记者从家属处了解到，潘女
士伤势好转，目前已转入普通病房。昨日下午，
潘女士的家属也来到事发地大同路香港城，向
当时参与救援的热心市民表示感谢。

在香港城的水吧店内，潘女士的父亲潘家
存握着水吧老板陈鹏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
在事发时，陈鹏发现树木砸到人后，第一时间
冲上前救人。潘家存对陈鹏的热心之举深表
感动，“没有你们的出手相助，我女儿的命就保
不住了，你们就是当代活雷锋！”潘老先生表
示，虽然他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但女儿的救命
之恩他一定要当面感谢。

据了解，事发时附近商铺的汉堡店员工、
水吧老板、保洁阿姨等十余人及时伸出援手。
包括潘家存在内的家属，也一一来到热心人的
店铺内当面表示了感谢。此外，当时多名路过
的行人、外卖员和快递小哥也参与救援，潘家
存及家属也表示，希望通过媒体向这些不愿露
面的好心人说声谢谢！

记者 林文星

记者海口走访：有老人不会注册健康码，还有老人不会用手机挂号看病

智能时代，请给老人开绿色通道
记者来到东湖公园时，正巧碰上洪阿公带

着孙女玩耍。洪阿公说，他今年71岁，用的是
老人手机。智能手机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方
便，但对他来说并非如此。

儿子曾给洪阿公买过一部智能手机，但洪
阿公不懂如何上网，触摸屏手机接听电话用得
也不习惯。“学了又忘，不想再麻烦孩子，就又
用了我的老人机。”洪阿公说。

不懂得用智能手机，洪阿公也遇上了尴
尬事。今年年初疫情暴发期间，洪阿公想去南

亚广场家乐福超市买菜，到门口时被工作人员
拦住，要求他出示健康码。“我没有智能手机，
当时身边也没有家人帮忙申请注册健康码，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洪阿公说，他向超市工作人
员解释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疫情期间我就不再去超市买东西，当时出
门坐公交车、去车站坐班车都需要出示健康码，
而我的老人机只能打电话，真是出行不方便。”
洪阿公希望，社会各界能针对没有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开设特殊通道，帮助他们更好地生活。

71岁阿公没有健康码，想逛超市进不去

周阿公家住万绿园附近，今年79岁，2016
年他用上了智能手机，还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
了智能手机的使用功能。“其实也没人教，就是队
员们相互学习。现在用得最多的是微信，主要用
来接收消息，其它功能还是不大会用。”周阿公说。

此前，周阿公打算去医院看病，本想网上

预约会方便一些，就让身边的朋友教他操作。
结果因为步骤复杂，最终只能放弃。

“就连申请注册健康码，对我来说也不简
单。”周阿公表示，疫情暴发期间他去超市买东
西，工作人员称需要出示健康码，他自己不会
操作，只好让工作人员帮忙，挺麻烦的。

手机挂号看病，步骤复杂难倒79岁阿公

76岁的莫兰金是五指山市老干部协会
气功队队员。加入五指山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后，她看到其他队员都在使用智能手机，
便回家拿闲置的手机学着用，还经常向孙子
请教。

“我已经使用智能手机五六年了，觉得还
是挺方便的，微信群里发的通知也能马上收
到。此外，用智能手机还可以向朋友发送图片
和视频等。”莫金兰表示，但对于扫码支付、导
航搜索路线等功能，她还在慢慢学习中。

“现在是手机智能化时代，很多东西都要

去学。”昨日到海口参加老年人运动会比赛的
陈桂荣表示，她今年65岁，还在学校教书，她
便用上了智能手机，主要是为了查阅资料，以
及接收学校发送的通知。

陈桂荣表示，她学会了网上购物，但不太
会用滴滴叫车，需要请教女儿。“这是我用的第
三部手机，前两个都被偷了。我女儿比较耐
心，会帮我将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备份在电脑
上，避免我忘了朋友的联系方式。”陈桂荣称，
如果不去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就感觉跟不上时
代，与社会脱节了。

65岁老师学用智能手机，网购查阅资料不在话下

本报讯 重阳节又要到了，让我们关

注身边的老人，智能时代，呼吁社会给老

年人开一个绿色通道。扫码支付、导航搜

索、微信聊天……在互联网时代，一部智

能手机可以享受到很多便利。但对于一

些老年人来说，这些便利时常让他们很尴

尬。不会申请注册健康码，不会用手机挂

号看病，他们时常感觉自己被“抛弃”。

记者 符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