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众多市民走进诸葛书屋，以书籍为伴，以阅读为乐，
温馨体验“冬日书香暖”的美好。 ②3 本报记者 吴秋水 摄

冬日书香暖

没网购“飞”来两个快递包裹，没花钱多了两次支付记录

免密支付 悄悄“掏”了老人“钱包”

本报讯（通讯员 李天齐）近期，我市持续
低温，电网负荷逐步攀升，国网方城县供电公
司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确保企业、居民生产
生活用电。

国网方城县供电公司组织变电、 配电专
业人员，在用电高峰时段增加对重点变电站、
输电线路的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仪、局部
放电检测仪等，及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排查
消除设备隐患； 各供电所工作人员采取“人
巡+机巡”的方式，对辖区内 10 千伏线路进行
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线路开关、刀闸、触头
等是否存在覆冰现象， 配电变压器是否存在
重过载、超负荷情况，认真做好数据记录、汇
总，针对异常情况进行重点分析，并迅速采取
有效措施予以整改； 依托焦裕禄共产党员服
务队和台区经理，按照区域“网格化”，采取上
门走访、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安
全用电、科学用电知识，并对老年人家中的用
电线路、用电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安全用电、舒
心取暖。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巡视检查 10 千伏及
以上供电线路 152 条、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28 个，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12 处。 ②3

国网方城县供电公司

迎峰保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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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家政保洁生意火爆

腊月“扫房子” 咱得赶快去预订
□本报记者 王宜迪

12 月 18 日，在一家家政公
司担任保洁员的范女士和孙女
士， 一大早就赶到市民陈先生
家中，手脚麻利地忙活起来。 两
人分工明确， 范女士负责打扫
客厅和卧室， 孙女士负责擦窗
户、换窗纱；清洁任务最重的厨
房被放在最后，两人一起清理。

陈先生告诉记者， 每年这
个时候， 他都请家政公司保洁
员给家里来个“大扫除”。“虽然
平时隔三差五就打扫一次卫
生，但卧室里的卫生死角，厨房
里的大片油渍， 窗户的玻璃和
窗纱，因为不好打理，基本上没
管过。 ”陈先生说，“快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
干净净， 可是自己打扫不仅耗

时费力，而且打扫得不够彻底。
这几年， 我家都是请家政公司
保洁员来帮我们打扫卫生，不
得不说，专业的就是不一样，人
家打扫一遍， 真是能让家里一
尘不染。 ”

为陈先生家提供保洁服务
的家政保洁员孙女士介绍，除
最基础的房间保洁外，窗帘、地
毯、灯具、油烟机等家庭用品的
保洁也在她们的服务范围之
内。 今年冬天，晴天比较多，窗
帘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客户
对窗帘保洁的需求就明显增
加。 孙女士告诉记者，根据客户
的需求、保洁项目的数量，收费
有高有低。 在保洁服务开始之
前， 她们会明确告知客户相关

收费标准。
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

间， 但不少市民已经开始为过
年大扫除提前做准备了。“我们
公司 2024 年 1 月份的订单，已
经排到了 1 月 26 日，尤其是农
历小年前后几天， 早就预订满
了。 ”孙女士说。

随后， 记者电话采访中心
城区多家家政公司， 对方均表
示，最近一段时间，家政保洁业
务的订单快速增加。 特别是农
历腊月初八、腊月二十三、腊月
二十四等“扫房子” 的“好日
子”，基本预订满了。 如果有保
洁需求， 可以多咨询几家家政
公司， 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家
政保洁。 ②3

本报讯（通讯员 杨玉静 王志强）12 月
14 日至 17 日，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专家组对南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的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资质进行现场评审，该
中心扩项申请的产品和参数检验能力顺利通
过考核验收。

本次现场评审，专家组严格按照《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采用听、看、查、问、考
等形式， 对南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考核。
专家组对该中心在实验室规范建设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该中心的实验
室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健全，管理水平在全省
同级检验检测机构中处于领先水平。 该中心
顺利通过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和
省农产品检测机构考核认证（CATL），在全省
率先整合实验室资质， 在事业单位重塑性改
革中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顺利通过此次资质认定扩项评审后，南
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质检实验室具备
了日用品类、食品类、农产品、兽药饲料等 12
大类产品 1204 个参数的检验能力。 ②3

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中心顺利通过现场评审

提升检验能力
把好质量关口

本 报 讯 （记者 王 宜 迪）
日前， 市民王女士拨打本报热
线反映， 她的母亲无意中开启
了微信“钱包”的“免密支付”功
能，结果，没网购“飞”来两个快
递包裹， 没花钱多了两次支付
记录，虽然损失的钱不多，但实
在让人糟心。

王女士的母亲今年 68 岁，
自从去年为了帮朋友在某网购
平台上“砍一刀”，下载了某款
网购软件后，逐渐学会了网购，
偶尔从网上买些小物件儿。

前几天， 王女士的母亲在
某网购平台上看中一款商品，
但犹豫再三没有付款。 没想到，
过了两天， 她收到了两个快递
包裹，拆开一看，竟然都是她在
网上看中但没购买的那款商
品。 又过了几天， 她一查微信
“钱包”， 发现多了两次金额相
同的支付记录。“我明明没买，
为啥会收到货？ ”王女士的母亲
郁闷地向女儿吐槽。 王女士一
边安慰母亲， 一边查看母亲的
微信“钱包”支付记录，果然有

两次金额相同的支付记录，仔
细一瞧， 发现母亲的微信“钱
包”设置了“免密支付”，也就是
说，母亲网上购物时，不用输入
支付密码，就能直接付钱。

“对于老年人来说，开了‘免
密支付’，网购时更容易‘踩坑’。”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母亲收到
货后想退货，但却不会操作，等告
诉她时，已经过了退货日期。她向
母亲解释了“免密支付”的功能及
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然后帮母亲
关闭了该功能。 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