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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王帅购买的周口建

业世悦府 3 号楼 1 单元
17 层 1702 室房款收据不
慎 丢 失 ， 收 据 编 号 ：
2063413 （ 金 额 ：319007
元）， 声明作废。

2023 年 4 月 4 日
●商水王玉文诊所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不

慎 丢 失 ， 登 记 号 ：
PDY000003941162317D21
22，声明作废。

2023 年 4 月 4 日
●金珞辰的出生医学

证明不慎丢失 ， 编号 ：
W410368497， 出生日期：
2022 年 11 月 7 日， 声明
作废。

2023 年 4 月 4 日
●邝宸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不慎丢失 ， 编号 ：
O411477075， 出生日期 ：
2014 年 10 月 14 日，声明
作废。

2023 年 4 月 4 日

������3 月 31 日，周口市疾
控中心组织 60 名青年职
工代表，到周口市烈士陵
园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爱国精神”清明追思
英烈主题活动。

通讯员 孔博仟 摄

□记者 田亚楠 通讯员 连平 王钧

本报讯 日前，随意走进周口一家餐
饮“三小”门店，都能看到墙上醒目位置
张贴的 “光盘行动 、从我做起 “”敬畏自
然、拒绝野味”“文明餐桌、节约粮食”等
宣传画。 为倡导厉行节约 ，防止餐饮浪
费，市市场监管局号召餐饮门店积极推
广“小份菜”“半份菜”，以醒目方式提示
消费者适量点餐 ，开展 “光盘行动 ”“文
明餐桌 ”等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制止餐
饮浪费相关规定，并利用新媒体平台扩
大反餐饮浪费宣传覆盖面 ，推动在全社

会树立起“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文明
新风尚。

市市场监管局通过“豫食考核”APP，
组织餐饮从业人员认真学习 《食品安全
法》《反食品浪费法》， 倡导餐饮行业自律
规范经营，压实平台、企业、门店主体责
任。同时，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为依托，出
动市局机关科室、局属单位所有人员深入
一线，全力投入中心城区小餐饮店、小食
品店、小作坊开展“三小”门店专项整治，
以《食品“三小”门店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技
术评估检查表》为规范，共分信息公示、从
业人员、生产经营、明厨亮灶、公筷公勺、

餐饮浪费、野生动物、索证索票 、设施设
备、清洗消毒、环境卫生 11 个检查项目，
对市场主体进行逐项对照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交办，并跟踪督促整改到位。

在市市场监管局的大力宣传和引导

下，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赢得了周口广
大餐饮“三小”门店的广泛支持和配合，门
店内墙壁、桌面都成为“光盘行动、节约粮
食”的宣传阵地。 店内还主动提供打包服
务，使用可降解打包、外卖餐盒餐具，把制
止餐饮浪费成为餐饮全行业的“大合唱”，
在共同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中，“三小”门
店切实发挥了重要主力军作用。

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我市“三小”门店发挥主力军作用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厉佳 文/图

本报讯 4 月 1 日，以“花开向喜·祈福中
华”为主题，由鹿邑县文联、鹿邑汉服协会联合
主办的老子故里首届花朝节在涡河湿地公园

举行。
花朝节， 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距今已有近两
千年的历史。 相传花神掌管世间万物生长，每
年春花灿烂之际，人们都会用各种活动祭祀花
神，以求一年好光景。

当日， 鹿邑县汉服爱好者和慕名而来的游
客集聚一堂共庆花朝节， 见证消失数百年的迎
花神、祭花神、黼禊纳祥、簪花赐福等环节的传
统习俗，以及挂红祈愿、献舞花神、花仙走秀、赏
花游园等传统节目。

“汉服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通过举办
以传统节日为主的中秋祭月、 端午祈福等汉
服系列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服的文
化意义，逐渐成为弘扬老子文化，宣传鹿邑形
象的文化名片。 ”鹿邑汉服协会会长闫禹彤介
绍说。

“‘花朝’寓意着‘美好的时节’，在鹿邑的
母亲河、美丽的涡河畔举办花朝节，这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加快建设文化强县的当下，更显得尤为有
意义。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支持汉服文化的发
展，为弘扬老子文化、宣传老子故里鹿邑作出
应有的贡献。 ”河南涡河酒酒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①2

□记者 宋风

本报讯 3 月 30 日， 河南
卫视《梨园春》栏目“盛世梨园
我来唱———开新唱起来” 周口
站活动走进周口中心港码头，
为码头工人、 船老大以及临港
开发区干部职工献上一场精彩

纷呈的戏曲演出。
本次活动是 《梨园春 》的

戏迷选拔活动 ，来自全省各
地的 8 位戏剧票友在现场为
观众倾情演绎了越调 《收姜
维 》、豫剧 《风雨行宫 》、豫剧
《泪洒相思地 》、豫剧 《大登
殿 》、豫剧 《铡刀下的红梅 》、
豫剧 《七品芝麻官 》、 曲剧
《刘全哭妻 》、豫剧 《三哭殿 》
等 经 典 剧 目 。 整 场 演 出 掌
声 、 喝彩声此起彼伏 ， 让观
众享受到一顿丰盛的文化大

餐 。 ②18

□通讯员 邵战礼 赵红燕

“现在 ‘卡脖子 ’路问题解决了 ，结
伴来俺村赏花的 、 踏青的 、 放风筝的
越来越多 。 花上二三百元 ， 一家三四
口就能吃上一顿特色美食 。 有吃有
玩 ，赚钱不难 。 ”老徐对村里发展信心
满满 。

“美食美景＋便捷交通”，让李楼村成
为周口中心城区市民周末休闲打卡的热

门景点。
老徐所讲的“卡脖子”路到底“卡”在

何处？ 怎样解决的？ 要回答这些疑问，还
得从一次巡察整改说起。

原来， 老徐是川汇区华耀城办事处
李楼村的村党支部书记， 他所在的李楼

村地处城乡接合部。从村里到环城路 1.2
公里的乡道上， 有 3 个急弯、1 个桥涵，
缺少安全警示标志，存在安全隐患。去年
4 月以来，为做实做细巡察整改工作，川
汇区委巡察办向李楼村派出了督查组 ，
督查组刚一进村就被村民围住了。 “村里
道路弯道多、岔口多，村民夜间行车风险
较大， 多次找村委会反映， 一直没有音
讯。 请你们帮忙解决！ ”经过召开群众座
谈会和现场查看， 区委巡察整改督查组
确定反映问题属实， 决定立即督促有关
部门对这 1.2 公里的“卡脖子”路进行除
险改造。

一张无形的乡道改造 “路线图 ”徐
徐铺展开来：一是明确区交通运输局承
担道路改造的主体责任 ； 二是区交通 、

环保 、规划 、安全等部门与李楼村委会
全力做好配合 ；三是对全体村民加强交
通安全教育。 一个多月的勘探设计和改
造施工，安装警示柱 18 个 ，在道路相应
位置安放界桩 、 百米桩 、 里程碑共 25
个， 路面坑洼不平问题已全部解决 ，村
内道路路肩也已全部培齐 ，夜间会车平
安畅通。

“俺村有 2600 多人 ，其中 600 人在
城里打工挣钱 ，再加上周末来村游玩的
二三百人， 白天夜里车流量都相当大 。
即便如此，现在从村里到城里比原来节
省半个多小时 ，受益的村里人和城里人
何止千人 。 ”老徐说 ，过去的 “卡脖子 ”
路 ，现在成了连通城乡的平安路 、幸福
路。 ②2

《梨园春》走进
周口中心港码头

川汇区：改造乡道一公里 造福城乡数千人

鹿邑：花朝节祈福国泰民安

汉服爱好者走秀庆祝花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