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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为表彰

先进，激励学子学习技能，热爱技能，
形成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5 月
17 日， 周口交通技师学院举行表彰
大会， 对在 2022 年河南省职业技能
竞赛系列活动中获奖师生进行表彰。
副市长秦胜军出席表彰会。

职教培养大国工匠，技能成就出
彩人生。 在 2022 年河南省职业技能
竞赛系列活动中，周口交通技师学院
81名师生获得省级奖项。 近年来，我
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各职业院校坚
持“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建、
以赛促改”的思路，积极为广大师生
提供展示技能、 切磋技艺的平台，构
建了全方位、多途径的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取得显著成效。 在日前结束的

全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我市取
得了 3 金 1 银 26 个优胜奖的好成
绩。

秦胜军指出，希望受表彰的个人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断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术、做好技能技艺传帮
带。广大师生要积极向受表彰的个人
学习，苦练技能，增强本领，努力成为
优秀技能型人才。

秦胜军强调， 全市各大中专职
业院校要带领广大教职员工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打造和历练一支
高素质师资队伍， 培养更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努
力推动我市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 ，
为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②16

这里的风景会“说话”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益景观小品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主题鲜明的社会宣传标语、温馨
的文明提示语……5 月 18 日， 记者
走访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街头巷

尾、公园社区，发现许多“创文”主题
景观小品悄然绽放， 它们多以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
风等内容为主， 不仅擦亮城市文明
底色，更让文明之花开遍整个辖区，
使文明宣传在“润物细无声”中深入
人心。

漫步于芙蓉湖公园， 一处象征
着团结和吉祥的红色主题的景观小

品， 向市民宣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主题鲜明的 “道德名城 魅力

周口” 的景观小品立在高铁站前广
场上， 与周围环境互相映衬； 大大
的 “周 ”字搭配荷叶荷花造型 ，结合
“树立文明新风 共建文明城市 ”的
文明主题的景观小品坐落在滨河北

路上……这些公益广告景观小品使
用红、白、金、绿、灰等颜色为主色调，
融入周口市花荷花、 市树国槐等元
素，设计精美、形式多样、主题鲜明、
观赏性强，且富有浓郁的周口特色，
一处皆一景， 形成了一道道城市的
亮丽风景线。

遍布城区的“创文”景观小品、公
益广告 ，将文明出行 、文明饮食 、文

明旅游、文明居住、文明环境、文明秩
序、诚实守信、家风家训、志愿服务等
方面的内容以多种形式加以诠释 ，
以 “润物细无声” 的引导作用接地
气、扬正气，唤醒人们的文明意识及
对社会的责任感，市民们在逛街、散

步的同时， 还能了解到创建文明城
市的相关知识，让人们有所感、有所
思、 有所行。 “这些景观小品特别有
意思，既美观又有内涵，无时无刻提
醒市民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值得
点赞。 ”市民刘女士说。

据了解，示范区在原有公益广告
景观小品 58 处的基础上， 规划设计
新增 23 处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重点
设置在辖区主要出入口、公共广场、
公园、景区景点、社区等公共服务场
所。 ②2

人约黄昏后

������春意藏，夏初长。 漫步周口人民
公园（以下简称公园 ），绿树葱茏百
花绽，乔木森森众鸟依。 5 月 15 日下
午 6点 30 分，园内游人如织，市民自
发寻觅一处绿色空间，步道慢跑、结
伴健步、载歌载舞、锻炼身体 ，在黄
昏中尽情享受悠闲生活。

晚饭后步行至公园已成为市民

张贺（化名）一家人的习惯。 “晓月替
残阳的时刻是公园最美的时候，我喜
欢这个时间段来，欣赏风景，感受自
然。”张贺说，妻子和女儿则喜欢来公
园结伴夜跑。“跑步我觉得很枯燥，但
是边跑边欣赏风景就有意思多了。 ”
张贺妻子说。据了解，现如今，公园因
地制宜提高了常绿树和落叶树比例，
优化了乔、灌、花、草、藤合理配置，实
现了绿化、美化、彩化的协调统一，市
民可更直观感受到城市建设的生态

成果。
“过去，绕着公园外围有一圈铁

栅栏，拆除改建以后，不知不觉间便

能从人行道走入公园。 ”正在健身器
材区域锻炼身体的市民于勇（化名）
认为，公园与周边路网相连，既开放
了绿地， 又无形当中改变了许多人
的生活方式， 引领了城市健康生活
新风尚。 “以前我总去河堤散步，进
公园还得从大门进去，好不麻烦，现
在好了 ， 一不留神就走进公园里
了。 ”于勇笑着说。

在儿童休闲娱乐区， 市民秦杰
（化名） 正卖力地为女儿荡着秋千，
“平时工作忙，一有时间就想多陪陪
孩子， 家门口的公园开设的儿童游
玩区就是个好去处。 ”看着女儿开心
的脸庞， 张先生高兴地说，“我们都
说这是个 ‘遛娃宝地 ’，我女儿就是
在这儿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性格都
开朗了许多。 ”

不知不觉，黄昏谢去，夜幕铺开，
市民游玩热情只增不减。 这处“家门
口的风景”， 既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也让生活在纷扰中的人们享受片
刻的安逸宁静……②16

������市民刘先生：
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

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停车资源更加紧
张。对于占用主要道路的僵尸车，处
理起来比较方便， 拨打交管部门电
话反映情况，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还
有一些僵尸车长期无人维护使用，
停在小区内、居民楼下、小巷路边，
外观残旧破损、 灰尘遍布、 轮胎干

瘪，影响了城市的整体环境。想处理
这些僵尸车却比较麻烦， 一般需要
社区、公安、消防、物业、业委会等部
门联合处理，其中过程繁琐，处理起
来用时较长。建议成立一个办公室，
确认一家为主导单位， 协调各个部
门提高办公效率， 尽快处理影响市
民生活和市容的僵尸车。 ②2

（记者 牛思光 整理）

������市民郑先生：
建议编制一本群众版“创文”

手册， 内容包括市民遇到的城市
管理问题， 如发现公共厕所脏乱
如何反映， 噪声油烟扰民如何投
诉，用水、用电、用气出现故障怎
么解决， 让市民遇到烦心事知道
找谁。 对随地吐痰、乱闯红灯、乱

停乱放、占道经营等不文明现象，
用图文的形式进行细致阐述 ，每
一个条目包含相关法律条文、处
置时限 、处置方式、投诉电话，让
人一目了然，便于市民迅速、准确
地反映问题， 监督有关部门主动
作为。 ②18

（记者 王慕晨 整理）

������市民邱女士：
建议采取多种文艺形式助推

“创文”工作。 灵活的文艺形式群
众喜闻乐见，能达到“创文”宣传
的最佳最直接效果。 文艺形式要
多种多样， 文艺工作者要以文化

的自信、 以高度的自觉性和社会
责任感投入“创文” 创作宣传中
去 ，以美的作品熏陶人、教育人，
为我市“创文”工作奉献自己的聪
明才智。 ②18

（记者 王慕晨 整理）

商水：奏响城乡融合发展“三部曲”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张慧敏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沙颍河
畔的商水县邓城镇许村，一条条村路
干净整洁，道路两侧绿树成荫、鲜花
怒放，一处处庭院黛瓦白墙、古色古
香，千年白果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村民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近年来，商水县以人居环境整治
“合奏曲”、产业发展“交响曲”、典型
引领“示范曲”为抓手，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丽乡村，全面推动城乡精神
文明融合发展，让乡味浓起来、乡村
美起来、乡风好起来。

奏响人居环境整治“合奏曲”

城乡融合发展， 生态宜居是关
键。 该县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着
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黄寨镇
王潭村以 “村庄整洁助力文明乡村
建设”为主题，新建了近 790 平方米
的党群服务中心， 村里自筹资金将
600 余米的乡村干道修建一新，配备
30 盏路灯，道路两边绿树成荫；筹集
资金 40 余万元， 新建 3 个党建文化
活动广场，其中王潭村党建文化广场
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建有篮球场，并
配备健身器材等， 是全镇一流的村
级文化广场； 对村内 11 个脏臭坑塘
进行统一改造， 保留 5 个较大的坑

塘，安装护栏，放水养鱼，其他 6 个小
坑塘回填平整后建成花园； 成立 18
人的环卫小组， 每天打扫村内卫生。
如今，王潭村从美丽乡村“蓝图”到环
境整治落实， 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一幅“生态美、环境优、产业兴、百
姓富”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平店乡平店村围绕村居治理工

作，把土路变成硬化路，修建了 3 条
4.5 米宽的南北街道和 10 条 3.5 米
宽的小胡同， 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
难问题；把臭水坑变成“景观坑”，改
造 2 个坑塘，封堵 9 个排污口，埋设
了 130 多米排水管， 周围铺设 1200
多米环坑观光小道， 安装了仿古护
栏、太阳能路灯，栽上了垂柳；把污水
沟变成“风景渠”，改造 2 条杂乱污染
臭水沟， 边坡铺设草坪约 6000 多平
方米，两侧栽植桂花、垂柳、国槐绿化
树 160 多棵；把废闲地变成了“打卡
点”，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奏响产业发展“交响曲”

乡村不仅要宜居，还要宜业。 该
县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邓城镇许村与河

南活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
结模式，依托饮马台、千年银杏树等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旅游业为主
导，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许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整合全村闲置用地、空宅
基地、坑塘、废弃学校等共计 140 余
亩，为农文旅开发提供场地。 河南活
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已出资

1200 万元，对许村的基础设施、文旅
资源进行升级改造， 提升项目品质，
为村民创造就业岗位。 许村依托邓
城猪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
号”等优势发展民宿、农家乐等庭院
经济， 利用村内现有的 200 亩葡萄
园 、300 亩梨园 、100 亩桃园及石榴
园、车厘子园等特色种植园，打造采
摘、游玩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不断
提升观光采摘农业水平，实现农旅融
合发展。

奏响典型引领“示范曲”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树型也要铸
魂。 该县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典型楷模
选树活动、 时代新人培育活动等，进
一步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

程度。制定县、乡、村三级评选表彰制

度，组织各乡镇（办）及行政村广泛开
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乡村光荣
榜”等评选表彰活动，在全县逐渐形
成勤劳致富、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的
文明社会新风尚。 黄寨镇每年举办
“黄寨大嫂”杯孝顺儿子、孝顺媳妇评
选表彰大会，将每月的初九定为“黄
寨镇孝道日”，通过“晒晒我父母的被
子”“晒晒我父母的衣柜”“晒晒我父
母的住室” 等微小却十分有意义的
活动形式，映射出“我”对父母亲人的
照顾细致入微，使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在镇域内大力弘扬，让孝亲爱老蔚
然成风。 据统计，2022 年以来，商水
县评选出“乡村光荣榜”11 类 67 人、
文明家庭 10 个 、 新时代好少年 18
人，获得周口市文明家庭 4 个、“周口
好人”4 人、周口市“新时代好少年”2
人。

下一步，商水县继续坚持规划引
领、因地制宜，统筹抓好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和乡村发展，全力推进和美乡
村示范点建设， 始终保持赶考的心
态、战斗的状态、奔跑的姿态，以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目标， 努力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实力稳步提升、 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产业布局持续优化、 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的幸福画卷。 ②18

扎实高效推进中心城区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5 月 18
日，我市中心城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工作推进会召开。 会议主要目的是
贯彻落实市委书记张建慧在全市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要

求， 全面整治提升中心城区交通秩
序，努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
环境。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主
持会议并讲话。 副市长秦胜军，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元明出席会议。

王少青指出， 今年是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提升冲刺、 决战决胜的关
键之年， 交通秩序问题是中心城区
城市治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短板顽

疾。 各级各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各自
职责任务，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补齐
短板弱项，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走深、

走细、走实。
王少青要求， 要宣传发动好、有

效引导好， 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把好事办好。 要把方方面面工作做
实，一线的社区干部、党员是具体的
执行者，要提高执行能力，把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要加强调研督导，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既要保障
工作迅速起步，又要保证工作方向不
偏。

秦胜军、张元明分别对“小手拉
大手”文明交通行动和中心城区交通
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上，川汇区汇报了交通秩序综
合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各牵头单位对
中心城区交通秩序整治四项工作进

行了详细安排和任务分解。 ①6

示示范范区区随随处处可可见见景景观观小小品品

做实做细为民解忧助企纾困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王晨）5 月 18 日，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持续做好为

民解忧助企纾困工作推进会。 副市
长马明超，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市总工会主席王伟在周口分会场参

加会议。
会议总结上阶段全省持续做好

为民解忧助企纾困工作，交流“关爱
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行动的经验
和做法，就下步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会议指出， 要充分认识持续做
好为民解忧助企纾困工作的重要意

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惠民生 、
暖民心、 顺民意的事办好办实办具
体。 要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把发展作

为最大的民生， 办好年度重点民生
实事 ，扎实推进普惠性 、基础性 、兜
底性民生工程建设， 对群众普遍关
切的问题及时开题作答、解疑释惑。
要加强组织领导，常态长效开展，与
主题教育中办实事、办好事、办便民
利民事相结合， 与做好本职工作相
结合， 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事情做
起，从让人民满意的事情抓起，真正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以办
实事成果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会议宣读关于表扬“关爱你我他
(她)·温暖千万家” 行动先进集体和
个人的通报，郑州、开封、省总工会、
省民政厅分别做交流发言。 ①6

������在小麦中后期管理中，我市实行“统防统治 +群防群治”相结合的办法，对
大块麦田实行政府统一购买农药、统一购买社会化服务等形式，推行专业化统
防统治；对小块地组织群众使用小型喷施机械进行人工作业群防群治。图为昨
日商水县平店乡程岗村群众在对零星地块小麦进行“一喷三防”。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赵永昌 摄

□记者 姬慧洋 文/图

□记者 何晴

������（上接第一版）
考古人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墓

葬、房基、壕沟、夯土墙、陶器等遗存。
其中，夯土墙的外侧靠近台地边缘位
置有堆筑的护坡 ，具备 “台城 ”的结
构，墓葬、房基、陶片数量较遗址规模
明显偏少。 综合多种因素，考古专家
最终推断，时庄遗址是一处以储粮为
主要功能的特殊仓城。

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用于粮食

集中存储的 “粮仓城邑 ”，和此前发
现的汉代粮仓城相比提早了近 2000
年。 时庄遗址因此成功入选 2020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今，这处昔日的天“夏”粮仓，

其扎根的丰饶土地依旧承担着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的使命———周口粮

食产量连年保持在 180 亿斤以上 ，
2022 年 全 年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到
186.48 亿斤，位居全省第一，进一步
夯实了河南“中原粮仓”的地位。 一
座座现代化的粮仓在这里拔地而

起 ，古老的粮仓转变成为历史文化
的载体 ，继续滋养着现代人的精神
生活。

（原载于 5月 17日《河南日报》）

穿越 4000年走进“粮仓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