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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普淑娟 文/图

本报讯 1 月 21 日上午，
我市 2019 年“欢乐进万家”春
节文化活动启动仪式暨万副

春联赠送活动在中心城区五

一文化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市书协主席王

猛仁携同我市 10 余名书法家
免费为群众写春联。书法家们
在一张张鲜红的纸上挥毫泼

墨，并将写好的春联赠予现场
群众，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据悉 ， 此次活动是我市
“欢乐进万家” 春节文化系列
活动之一。今年的春节文化活
动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安排
了万副春联赠送活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大型图书
展销活动， 趣味体育活动，元
宵灯会，迎春灯谜会，舞龙舞
狮、腰鼓盘鼓表演活动，元宵
节焰火燃放（冷焰火），元宵文
化节征文活动等九大活动，将
为全市人民献上一道道精美

而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

我市 2019 年“欢乐进万家”春节文化活动启动

书法家挥毫泼墨送万“福”

活动现场

□记者 黄佳

本报讯 连日来， 为 “消
化” 淮阳县刘振屯乡张老家行
政村的 100 多万斤滞销萝卜 ，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口市啄
木鸟志愿者服务工作委员会组

织的“‘爱心萝卜’新春送环卫
工人” 公益活动在社会各界引
起广泛关注。 截至 1 月 21 日，
张老家行政村 100 多万斤滞销
萝卜已经售出 40%。为此，啄木
鸟志愿者呼吁： 让爱心继续接
力，别让剩余的萝卜烂在地里。

张老家行政村的菜农张继

中告诉记者， 他今年种植了 6
亩萝卜。由于萝卜滞销，愁坏了
他们一家人。 幸亏啄木鸟志愿
者伸出援手， 帮助他销售了一
大半萝卜。

此外， 今年丰产的萝卜并
没有给菜农张继安带来丰收的

喜悦。由于萝卜滞销，让把萝卜
作为下半年主要经济来源的张

继安心急如焚。 张继安说：“就

在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

候， 啄木鸟志愿者一下子购买
了 1.5 万斤萝卜。 随后，一些看
到新闻的客商也来购买。目前，
我家只剩 2 万斤萝卜了。 ”

采访中， 张老家行政村支
书张纪全表示， 感谢周口报业
传媒集团、 啄木鸟志愿者以及
爱心单位和企业的无私帮助。
在“三九”寒天，他们奔走于田
间与各个发放点， 让滞销萝卜
变成“爱心萝卜”，让菜农看到
了希望。截至目前，张老家行政
村的滞销萝卜已卖出去 40%。
由于萝卜的收入是菜农年关的

主要经济来源， 希望社会各界
再帮他们一把。

为此，啄木鸟志愿者呼吁：
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社会团

体伸出援手， 别让剩余的萝卜
烂在地里。

如需咨询或购买，可与周口
市啄木鸟志愿者服务工作委员

会联系，电话：0394-6069369。

张老家行政村滞销萝卜已售出 40%

啄木鸟志愿者呼吁:
别让剩余的萝卜烂在地里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王明见

本报讯 1 月 20 日， 由周口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周口华威民俗文
化博物苑承办、商水县文化广电旅游
局协办的 “不忘初心 留住根脉———
中原农耕文明巡展 ”活动 ，走进商水
县。 从当日起，本次巡展在商水县邓
城镇叶氏庄园民俗博物馆连续展出

一周。
本次巡展以“农耕历史 农业现状

未来农业”三个单元为主题，通过 56
幅画面展示了人与农作物、农耕器具
之间的农耕文化。

邓城镇范庄村 72 岁的范长印老

人观展后，感触颇深：“这些展品很多
我都用过，但用起来真费劲啊！ 现在，
农忙季节机器一响， 粮食就进家了。
我这个年龄的人最能体会国家的进

步和社会的美好！ ”随后，范长印老人
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新时代 得民心”。
字虽不工整，但范长印老人的真情感
动了现场群众。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馆长

杜忠义说：“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农耕
文化巡展唤起更多的人对农耕文化

题材的关注，发掘蕴藏在中华文化中
的农耕文化之精髓，为传承优秀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尽绵薄之力。 ”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高玉贵

本报讯 1 月 19 日下午， 商水郑
州商会成立庆典在郑举行。 会议选举
刘新庄为商水郑州商会会长。

多年来，在郑创业的商水儿女为
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商水与郑州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为家乡争添了光彩 ，赢得了赞
誉。 过去的一年，该县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持续推进 “五
个商水”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 新的一年，商水县委、县政府
提出了推进“周商同城 ，乡村振兴 ”，

打造“西工东商中园林 、南渠北水润
古城”的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凝聚全体商水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更
离不开广大在郑商水儿女的支持和

参与。
该县领导希望与会人员充分发挥

商水郑州商会优势作用， 加强沟通交
流，做大做强事业；希望商水郑州商会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 在广大会
员的共同努力下， 把商会打造成商水
乡友的“娘家人 ”，商水发展的 “引路
人”，商水形象的“代言人”；希望在郑
乡亲常回家看看，在家乡投资兴业，共
谋发展。

中原农耕文明巡展走进商水

商水郑州商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