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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市人居环境整治督
导组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暗访

时发现许湾街道办事处蔡楼村

东侧、黄坑村西侧，村庄周边、
坑沿存在垃圾散乱堆积反弹现

象， 提醒有关部门加强属地管
理，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把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做实做好。

本报记者 摄

许湾街道办事处

垃圾散放问题反弹

□记者 史书杰

本报讯 5 月 5 日，在西华
县住建局，市红十字会和西华
县委为西华县第六位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祁俊峰举行

隆重的欢送仪式，他将为一名
白血病患者送去了延续生命

的“火种”。
祁俊峰, 现于西华县住建

局下设的西华县人民防空技术

服务站工作，任站长职务，中共
党员，平时热爱公益，工作兢兢
业业，待人热情真诚，多次受到
有关部门表彰。

谈及祁俊峰与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结缘， 还得追溯
到 2020 年 6 月。 “当时在一次
无偿献血的过程中， 恰巧遇到
造血干细胞捐献、 自愿加入中
华骨髓库的宣传活动。 我翻看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册，
并向工作人员咨询之后， 了解
到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拯救一

个人的生命。 ”祁俊峰说。
今年 4 月 11 日，祁俊峰接

到来自省红十字会志愿者的电

话，告知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造
血干细胞配型成功，询问他的捐
献意见。 “我的第一反应是很惊
喜，因为干细胞配型成功的概率
很低。 于千万人中建立起 ‘髓
缘’，居然让我碰上了，这是莫大
的幸运！ ”祁俊峰当时没有任何
犹豫，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

祁俊峰说：“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今后他将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带动更多人加入到造血
干细胞捐献中来，为更多的患
者带去生命的希望，创造出更
多生命的奇迹。 ②15

��������西华县第六位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祁俊峰

用行动为生命接力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楚震

本报讯 “原来办红白喜事没有统一
标准， 有钱的办得风光， 没钱的借钱也得
办，就为了面子。 现在好了，村里成立理事
会，在幸福大食堂都按照标准办事，没有人
互相攀比了， 办事成本也降低了！ ”5月 5
日，郸城县汲冢镇谢寨村的村民们称赞道。

谢寨行政村是郸城县汲冢镇乡风文

明建设示范村，8 个村民组，现有农户 662
户，2850 人，村域面积 4170 亩，村道干净
整洁、房屋错落有致……一进入谢寨村，

美丽的村容村貌便映入眼帘。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谢

寨行政村紧紧围绕“文明幸福星”创建工
作要点，大力弘扬孝善敬老风尚，用心探
索乡风文明建设新路径，在党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创建幸福大食堂，让“小饭碗”托
起“大民生”，助力点亮“文明幸福星”。

幸福大食堂是该镇建设的第一个日

间照料中心， 该食堂位于谢寨行政村周
庄自然村，占地面积 538 平方米，共投资
36 余万元，设厨房、食堂、娱乐、教育、综
合服务、爱心超市等功能区，集基层党建

阵地、文明新风窗口、服务群众中心三大
功能于一体。 该食堂通过村集体经济资
金投入一点、村民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
赠一点、民政部门补贴一点的方式来实现
资金保障，日常运营采取有偿、低偿、无偿
三种收费形式。 该食堂在为老人提供日
间照料的同时，还积极组织有劳动能力的
老年人参与村内人居环境。 ②10

谢寨村

幸福大食堂点亮“文明幸福星”

□记者 韩志刚

从人流如织的杂技文化产业园 ，到
灯火通明的特色商业街区， 再到风景如
画的乡村郊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川汇区在打造消费新载体、 创新消费新
模式、发展消费新业态方面做足文章，文
旅热点层出不穷，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累
计接待市民和游客 60 万人次，拉动消费
近 7 亿元。

老商业街区升级发展， 为消费复苏
注入新活力。 “五一”假期，荷花渡商业街
区举行荷花渡·烟火市集大型音乐美食
节活动，客流量超过 10 万人次。 整个街
区装扮一新、灯火通明，道路两边统一规
划 300 个摊位供商户免费使用， 人来人
往，热闹非凡。 荷花渡·烟火市集不仅有
各色新鲜美食， 还有非遗文化、 文创产
品、国潮手办等精彩演绎，游客在品尝美
食、聆听音乐的同时，还能与荷花仙子 、
网红不倒翁互动打卡， 让游客充分享受
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 中心城区五
一路特色商业街区则通过打造网红打卡

点、升级街景树木亮化、设置青年蓝创市
集、投放特色花车组合、开展互动文艺汇
演等方式，丰富文创、娱乐业态，营造出
浓厚的商业氛围， 共吸引游客近 5 万人
次， 为 30 名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平台，有
效拉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并
通过文化与商业碰撞， 渗透出世间烟火
气息，助力周口文化推广，打造了城市活
力名片。

新商业街区同样人气爆棚、 酷劲十
足，点燃了初夏的狂热。 4 月 28 日晚，河
南省首届青年文化月活动暨周口市首届

新青年消夏文化节在周口关帝老街开

幕。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关帝老街街区
累计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 越秀烩面、王
留长小笼包、烤爷及阿瑞海鲜、遗失文创
文化品店等平均每天营业额突破 2.5 万
元，累计营业额突破 450 万元。假日期间，
关帝老街街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
周员外招亲情景演绎、青年演唱会、青春
时装秀 、汉服巡游 、儿童剧 、杂技 、灯光
秀、风筝节等沉浸式节目体验，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游玩，街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摩

肩接踵。 同时，商业街区还设置了适合青
年人的网红打卡点， 吸引更多年轻人前
来打卡。 众多商家也纷纷看好关帝老街
的发展前景，目前，街区店铺签约 105 家，
已开业 95 家，开业率达 90%。

假日期间， 作为全国同类景区中的
“黑马”， 周口杂技文化产业园热度依然
不减，全国各地牌照的汽车汇聚于此，排
成长龙。 园区以杂技演艺为主题，举办了
龟兔赛跑表演、非洲鼓表演、花车巡游 、
BBQ 烧烤等活动。 同时，新增鸟语花香
长廊、 绘画摄影风车长廊， 建立露营基
地， 开展 “DIY 帐篷＋亲子星空露营”活
动，让游客在亲近动物、坐过山车 、观看
杂技表演的间隙，欣赏美景、感受亲情 、
享受惬意。 “五一”假期，周口杂技文化产
业园日均客流量达 ４ 万人，高峰时超过 ５
万人。 在园区停车场停满车辆的情况下，
执勤交警柔性执法、温情喊话，指挥游客
将车辆有序停放路边，不罚款 、不扣分 ，
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体验感 ，
向外界展示出周口的好客热情和周到服

务。 ②18

川汇区

文旅新场景催生消费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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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护航 助力高考
高考作文咋写更出彩

———访周口一高高三语文教师张海云
□记者 刘华志 文/图

������高考临近，考生需怎样为考场作文
做准备？ 近日，记者约访了周口一高高
三语文教师张海云，请他分享高考作文
立意和文采的一些见解。

强化立意训练

作文写作时，很多学生容易陷入作
文立意陷阱。 因此，需要学生强化作文

立意方面的训练。
比如作文例题：秸秆可以打成圆捆

和方捆，区别是圆捆便于滚动，但不好
堆积；方捆便于堆积，但不好滚动。 屈原
有诗句：“何方圆之能周兮？ 夫孰异道而
相安？ ”意思是方和圆怎能够互相配合？
志向不同哪能彼此相安？ 又有人说：方
是做人之本，圆是处世之道。 以上材料
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 请结合材料写一
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例题材料， 出题人想让写 “方”和
“圆”，谈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处
理“方”和“圆”的关系。 学生只要按照出
题人说的“方是做人之本，圆是处世之
道”来写，就不会跑题。 但是有的学生没
有围绕和“方”“圆”这两个概念去写，标
题用《合适最重要》《迢迢星河路，人间之
正道》《有所取舍，方可得兼》等，只会围
绕着“方”和“圆”叙述，写不到正题上。

这是犯了“混淆核心概念”的错误。
张海云建议，写作时，要抓住核心

概念， 不要用近义词语替换核心概念，
把核心概念嵌入文章标题和分论点上，
在开头、结尾以及论证段，多次出现核
心概念，围绕核心概念展开论述。

提升写作文采

在高考前的作文训练中，教师可以多
训练学生采用错位技术提升作文文采。

比如， 火遍网络的歌曲 《三两三》
中，“熬一锅时间， 嚼一口从前”， 就把
“熬”和“时间”“嚼”和“从前”，原本不可
能搭配在一起的词语， 故意搭配在一
起，收到了神奇的效果。

张海云建议，在作文中，学生多运用
词语错位的手法，能收到化虚为实的写
作效果，增强文章文采。 在作文练习写
作中，同学们要把自己能想到的写作技
巧都用上，才能提高语文高考分值。 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