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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马燕 张华

冷，真冷。昨天一天，郑州笼罩在冷兮兮的氛
围中，尤其是昨天早上 8 时 39 分，温度达到零下
3.8℃，也是昨天白天的气温最低点，而最高温度
也在零下1.2℃以下。

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郑州从昨天夜里到今
天白天，多云转晴天，西北风2到3级，今天下午逐
渐加大到 4 到 5 级。最低温度：零下 5℃到零下
4℃；最高温度：5℃到 6℃。最高气温稍有回升，
最低气温依然下滑，温差进一步加大。

省内，从昨天夜里到今日白天，西部、南部小
雪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全省西
北风 2 到 3 级，今日下午逐渐加大到 4 到 5 级。
最低温度：西部山区、北部零下 9℃到零下 7℃，
南部零下 3℃到零下1℃，其他地区零下5℃到零
下3℃。最高温度：全省4℃到6℃。

今天最低气温零下5℃
下午西北风4到5级

孩子穿买得不放心

找个做棉衣的太难了
□晚报记者 李雪

天冷了，不少市民为孩子的棉衣发起了
愁：“外面买的棉袄，里面的棉花不放心，做棉
衣又是个技术活，裁缝难觅啊。”

孩子纯棉棉衣难觅
“现在想给孩子穿上一身纯棉花做的棉衣

真难，有钱没地方买啊！”昨天，因为天冷，市民
王先生想给一岁半的女儿买身棉衣。

可到商场转了一圈发现，适合一岁多孩子
的冬装要么是丝绵的，要么是珊瑚绒的，纯棉
的几乎没有。好不容易在一家品牌童装店看
到一身标着100%纯棉的，标价却500多元。

“里面到底是不是好棉花，买回去也不放心
啊。”王先生说。

嵩山路一家商场的儿童专柜销售人员说，
因为今年棉花价格持续走高，棉制品市场受到
不小的冲击。“如果是里外纯棉，一身品牌的宝
宝棉衣进价都要两三百元。”怕进价太高难销
售，很多童装店都选择进一些珊瑚绒或摇粒绒
的棉衣。

手工定做棉衣成难事
买不到，只能找人手工定做了。家里的老

人现在因为年龄大已经不能再做小孩棉衣了，
市里面的裁缝店多是定做大人棉衣和羽绒服
的。专门替孩子定做衣服的服装店太少。

“买不到，也定做不了，孩子的过冬衣咋这
么难觅！”后来跟小区里的居民打听得知，在郊
区一个城中村里有家专门定做3岁以下宝宝衣
服的裁缝店，王先生驱车赶去，这家裁缝店的
裁缝是几年前从农村老家来郑州的。

裁缝说，今年棉花价钱涨了，像王先生这
样一岁半的孩子做一身棉衣大约在 100元，也
可以自己买布买棉花，他们负责量身加工，加
工费50元。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施杨

经过四川、河南两省民政部门的跨省协
作，在新疆黑雇工事件中成功解救的 2名河南
籍智障人员，昨晚终于平安到“家”了。

2010 年 12 月 24 日，对于河南人马明（化
名）和小吴（化名）来说，绝对是有着不寻常的
意义，因为，在这个晚上，历经坎坷的他们终于
平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

昨天晚上 7时许，在 6名四川省渠县救助
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曾在新疆做苦工被解救
出来的他们顺利抵达了郑州火车站，并随之被
护送至郑州市救助管理站。

“回到家了！”昨晚，郑州室外气温很低，刚

刚从火车上走下来的马明和小吴衣服很单薄，
早已等候多时的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连忙把准备好的棉衣披在了他们的身上。马
明和小吴的眼神看起来不再那么呆滞，似乎有
些喜悦在他们眼中跃动。

据市救助管理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是在昨天上午接到了要救助这两名在新疆黑
雇工事件中解救出的河南籍智障人员回家的
任务。

该负责人介绍说，其中马明是我市中牟县
人，小吴则来自周口。

由于他们的家里人都没有来得及到郑州
火车站去接，马明和小吴昨晚被安置到了郑州
市救助管理站。

“明天，周口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就
会到了，他们将把小吴护送回家。而马明的家
人也已经通知到了，他们会在最短时间内把他
接走。”这位负责人说。

昨晚，记者联系到了马明的哥哥。电话
中，他的哥哥说，自己现在工地打工，晚上不方
便来接弟弟回家，在得知弟弟找到的消息后，
全家人都很高兴。在言谈中，哥哥并不知道弟
弟在新疆做苦工的境遇。

“弟弟今年 40 多岁了，还没成家，已经走
失两三年了。”哥哥很激动地说，“我们家人都
商量好了，这回找到他，要给他好好治病，等病
好了，就给他娶妻成家过上好日子。”

“我们明天就去接他！”他很肯定地表示。

2名河南籍受虐苦工昨晚平安到“家”
一个是中牟的 一个是周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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