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慕晨

喜事“简办”，但喜气不“减半”。 没
有大操大办，没有互相攀比，现在周口
新人结婚更追求文明节俭的“新时尚”。

张杰是周口市川汇区人，他在北京
师范大学读书时， 与同校女生张姗姗

相恋，毕业后同留北京发展，如今在北
京某软件开发公司工作。 不久前，两人
决定结婚， 组建家庭。 双方见过家长
后， 张姗姗一句话让男方家人吃了一
惊，继而感动不已。 “她说，她直接嫁过
来，不要一分钱！ ”张杰的父亲告诉记
者 ， “以前老家娶媳妇彩礼流行六万

六、八万八，婚宴开上七八十桌是很平
常的事。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婚
事简办，俺儿媳妇也是开明人儿，这办
婚事省下的钱俺都给小两口，让他们自
己去做点啥，也能减轻他们的一些生活
压力。 ”张杰的父亲谈到这次简办婚事
笑得合不拢嘴。 ②15

婚事新办开出幸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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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永奇

近期， 我省多地召开防
汛工作会议，要求城市管理部
门提前着手，紧盯排水防涝重
点环节， 排查整治易涝风险
点，汛期不过、排查不止，全面
提升城市内涝防治水平。

提起内涝， 不少市民会
想起往年街头“看海”时的无
奈和恐惧。城市变泽国，杂物
四处漂，街道成河流，汽车被
水淹， 行人水中走……心理
阴影让人挥之不去。

城市内涝，天灾是主要
的，但个别地方也有人为因
素。 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
城区水塘被填平，小沟小河
消失 ，硬化面积大 ，土壤吸
收雨水减少；建设“重面子、
轻里子”“重地上、 轻地下”
“重短期 、轻长期 ”；下水道
缺乏检修养护，沉淀物淤塞
物太多等，都是形成内涝的
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在破解城市内涝顽疾
上，资金和技术已不是主要
问题 ，如何牢固树立 “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大
对花费多、用得少的城市地
下排水系统的投入力度是

问题关键。
5 月 15 日起，我省正式

进入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
气又将拷问各个城市的排

水防涝能力。 “今年，哪些地
方还能‘看海’？ ”一些市民
早早打出了问号。

民之所忧， 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各地早早召开的防汛

工作会议体现了政府对城

市排水防涝工作的重视，对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关心。 如此，个别地方如果
还出现“看海”现象，市民除
了抱怨天灾，还会质疑相关
部门的初心和能力。 ②2

莫让市民街头再“看海”

在中心城区中州大道融

辉城大门前， 共享单车在路
口乱停乱放妨碍交通、 影响
出行，亟待加强管理。 ②16

记者 李瑞才 摄

共享单车乱停
亟待加强管理

□记者 韩志刚 通讯员 朱丹丹

本报讯 “原来楼道里堆积的杂物
很多，进出都不方便，经过社区的几次
改造，外面划了停车位，安装了充电桩，
杂物也清理干净了，电动车也不放楼道
里了，大家进出也方便了，住着非常舒
心。 ”谈起身边的变化，在幸福花开福苑
小区居住的市民姚女士说。

在幸福花开福苑小区，川汇区人和
街街道办事处通过问题自查自纠机制，
解决了群众电动车进楼入户、楼层杂物

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 截至目前，
该办通过自查发现问题 589 个，已整改
589 个，整改率 100%，不断变堵点为亮
点，优化城区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和安全感。

福苑小区居民孟女士说 ：“小区环
境干净了，面貌也焕然一新，现在感觉住
着又安全又放心， 而且幸福感也提升
了。 ”

以机制促保障，人和街街道办事处
还建立了“科级干部分包社区、部门人
员分包任务、 社区网格员分包楼栋”责

任落实机制，“双线联促、全方位、立体
化”宣传推介机制，“晨查、督查、自查三
级联动” 问题查改机制，“三小问题”专
项整治机制，“示范带动、清单化、节点
化”整改提升机制。 通过“六大”机制常
态化运行，人和街街道办事处对辖区 27
条背街小巷进行了打造提升，粉刷墙体
约 6.2 万平方米，整修树穴 590 余个，打
造微景观 17 处，硬化修补路面约 2.8 万
平方米，更新宣传版面 2300 余块，安装
路灯 450 余盏，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
停车位 7200 余米。 ①2

小区环境大变样 居民生活更舒心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郭利军

本报讯 “这几天都是高温天气，注
意胎压……”5 月 14 日，天蒙蒙亮，山东
司机王明飞开着载有石料的货车缓缓

进入盐洛高速唐集收费站，周口高速交
警支队四大队民警递上一张写有“进周

口、当文明好司机”等文明用语的卡纸提
醒他们注意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高速交警支队将“创文”融入日常
工作，在环周高速站点叫响“进周口、当
好文明好司机”。 支队班子下沉环周高
速站点、参与路面服务和巡控；精准发
布路况信息和气象预警、发挥指挥调度

效能；将便民站点前移，靶向惠民生、暖
民心、顺民意，文明出行、畅行周口。 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支队还要求各
巡逻大队做到强化辖区巡查管控 ，以
“管”促“（创）文”；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以 “宣 ”倡 “（创 ）文 ”；货车远端渠化分
流，以“分”助“（创）文”。 ②15

进周口 当文明好司机

我市高速交警首发“创文”名片

□记者 苑美丽

她身材柔弱却内心坚强； 她把自己
的疾苦深藏心底， 承担着十余人的家庭
重担；她以孝为先，几十年如一日用真情
温暖着这个曾经不幸的家庭， 感动着邻
里百姓。 她就是淮阳区刘振屯镇白庄梁
墓村 81 岁的村民王梅荣，34 岁守寡，独
自一人养育子女和 5 个未成年的婆弟
妹，伺候卧床不起的公公 7 年。

2016 年，王梅荣先后获得了淮阳县
（现淮阳区）“乡村好媳妇标兵 ” 淮阳县
（现淮阳区）“最美家庭”“周口市孝顺媳
妇 ”“周口好人 ”“河南好人 ”“河南乡村
好媳妇 ”“中国好人 ” 等荣誉 ，2017 年 3
月被推荐为全国最美家庭 ，她的事迹影
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品行道德榜样。

一个人扛起一个家

1942 年， 王梅荣出生于一个农民家
庭，18 岁嫁到刘振屯白庄梁墓村。 她性格
朴实，与公婆关系融洽，是村里出了名的
好媳妇。 天有不测风云，1976 年，王梅荣

的丈夫白登山因突发心肌梗塞病逝。 突
如其来的噩耗让王梅荣难以接受， 看着
孩子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仅有半岁，看着
因痛失儿子伤心欲绝的公婆， 看着 5 个
未成年的婆弟婆妹……她擦干泪水 ，忍
住悲痛操办了丈夫的丧事。

从此， 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
庭的责任，悉心照顾公婆孩子，打理一家
人赖以生存的 11 亩田地。 有人劝她趁着
年轻改嫁，被她一口回绝。

2002 年， 王梅荣的公爹因患脑中风
卧床不起，王梅荣与婆婆齐玉兰一起，悉
心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 直到 7 年
后公公去世。

2004 年 ， 王梅荣 34 岁的婆弟白银
山也因心肌梗塞猝死 ，婆婆接连送走两
个儿子 ，心理承受不住打击 ，一度卧床
不起。 王梅荣拉着婆婆的手说：“妈 ，我
是你闺女 ，也是你儿子 ，我伺候你一辈
子。 ”

一声婆婆一生牵挂

村里人都说， 从未见王梅荣和婆婆
红过一次脸。 融洽的婆媳关系就在于她

对婆婆的孝顺和真诚。 她说：“婆婆就是
我妈，我妈说啥就是啥。 ”

今年已 81 岁的王梅荣，本应该到了
受人照顾的年纪， 她却还在为这个家默
默付出。 她关心子女，却从不愿意给子女
添麻烦，自己还总给孩子们种菜磨面，逢
年过节也会做上一桌好菜。 她最放心不
下的还是婆婆：“俺妈习惯了我照顾 ，换
别人她不习惯，我也不放心。 ”

五世同堂其乐融融

自幼耳濡目染母亲的所作所为 ，也
都懂得以孝为先，善良和睦。 两个儿子在
城里做生意，都秉承了王梅荣的善良、真
诚，一直坚守诚信经营的理念。 三个婆妹
也都以大嫂为榜样，虽在外地工作，却时
常抽空回家团聚。

王梅荣一生的故事里， 没有惊天动
地荡气回肠的情节， 她却用最朴实的一
颗心，一步一个脚印，坚持几十年如一日
奉行孝道，为后代树立榜样。 如今，这个
曾经不幸的家庭， 在王梅荣半生的操劳
下，已是五代同堂，每逢节假日 ，一大家
人相聚一起，和睦融洽。 ②2

王梅荣：言传身教树家风 和谐美满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