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闹市轮蹄”雕塑
展示历史风情

5 月 16 日上午，记者在荷
花街看到，其沿街仿古式游廊
又增添了“闹市轮蹄”雕塑，向
人们再现了古街风情。 地处周
口市中心城区的荷花街是一条

南北走向的古街，其最南段的
古街叫牲口市街，是清代中原
著名的骡马交易中心，成为当
时周家口一景，被誉为“闹市轮
蹄”。 记者 梁照曾 摄

周口关帝庙
又现清代碑刻

5 月 16 日上午， 老人们在七一
中路的周口人民公园的 “老年驿站”
内休息娱乐。 据了解，“老年驿站”等
设施，是近年周口市中心城区建设中
的街区配套便民服务元素，其不仅为
居民休闲娱乐提供便利，也展示了现
代城市越来越人性化的服务功能，更
是我市文明城市创建的建设成果，提
高了城市品格和水平。

记者 梁照曾 摄

“老年驿站”
提高城市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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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永奇 实习生 李雪净

本报讯 “我前两天刚从北京回来，发
现老家的公厕建得比北京还好，干净卫生，
很不错！ ”5月 16日，刚从川汇区七一中路
人民公园南门公厕出来的市民王女士说。

公厕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标
志。 随着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推

进，市区公厕数量不断增加，市民满意
度、幸福感不断提升。

“我经常在这儿锻炼身体， 这个公
厕让大家感觉非常方便。 ”正在公园锻
炼的市民程阿姨接过王女士的话说。

据了解，这个区域的公共厕所是荷
花街道办近两年新建的一级公厕，里面
配套设施齐全，面镜、洗手池、烘手机、
灭蝇灯等一应俱全， 还设有第三卫生

间，可满足不同市民的需求。
“这里挨着公园，人流量大，我每天

早上 5 点就起床开始保洁，每天打扫不
下 6 遍， 看到哪个地方脏了再随时打
扫。 ”负责卫生的孙阿姨说，“看到市民
满意，我打心眼里高兴！ ”

一座座干净整洁的小小公厕，提升
了城市文明形象， 增加了市民幸福感，
更彰显着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初心。 ②15

小小公厕增强市民幸福感

□记者 李瑞才

本报讯 近日， 市民反映：“汉阳路
（交通大道至滨河南路段） 两侧行道树
长势茂盛，树枝旁逸斜出，有的探到沿
街居民楼房，有的遮挡交通标志，有的
接触电线，枯枝掉落也可能砸到车辆行
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给群众的出行
带来诸多不便……”他想借本报呼吁相
关职能部门及时对行道树进行修剪、排
除隐患。

接到电话后 ，记者第一时间与市
园林部门取得联系并赶到现场 ，见
到了正在忙碌的市园林处绿化二队

负责人李士勇 。 他告诉记者 ，该路段
两侧的行道树为杨树和香樟树 ，树

龄均在 20 年以上 。 “前几天强对流
天气 ，枯枝被大风刮断 ，砸中好几辆
停放在路边停车位上的汽车 ， 引发
多起不必要的纠纷……”为消除安全
隐患 ，同时促进树木健康生长 、提升
绿化景观效果 ， 市园林绿化管理中
心组织力量开展安全排危检查 ，动
用吊车等大型车辆对影响行人车辆

通行 、搭碰电线 、遮挡路灯等情况的
树枝 、树头进行合理修剪整形 ，彻底
消除安全隐患 。

记者看到， 没有修剪的枝条与空
中的高压电线和路两侧的楼房相距

较近 ，有的因病虫害树头 、树枝已经
干枯，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另外，园林
工人在修剪作业过程中 ，对现场实行

短暂临时性封闭 ，提醒行人 、车辆绕
行 。 每修剪完一处 ，都及时清理修剪
后的枯枝 、落叶 ，做到随落随清随运 ，
确保路面干净整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李士勇说 ，
他们接到市长热线转派的任务后 ，立
即向市城管局党组汇报 ， 经研究于 5
月 15 日开始，组织力量集中对该路段
两侧的 60 多棵影响居民生活、存在安
全隐患的树头 、树枝进行修剪 、梳理 ，
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此路
段整形修剪作业预计为一周时间 ，施
工中他们会及时与交警部门、 社区提
前对接，告知周边商户居民，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作业。 ②15

□记者 王晨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缩

影 ， 更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 。
十字路口 ， 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 ，
非机动车、 行人各行其道， 骑电动自
行车佩戴头盔等， 已成为周口市民的
一种习惯。

市民刘女士每天需要接送孩子放

学，而此时也正值上下班的高峰期，尤
其是经过十字路口， 她总是自觉缓行

让行人先过， 待行人和机动车行驶过
后，她再加油门通过。 “周口的文明体
现在咱周口人的文明自觉上， 我自己
注意在十字路口礼让行人后， 也会观
察其他车辆， 发现有不少车辆都可以
做到， 而且排在后面的车辆从不会不
耐烦地鸣笛。 ”刘女士是个细心观察的
人，她告诉记者，通过这一件小事的观
察， 她发现周口的文明程度提升了不
少，开“斗气车”的路怒族也少了很多。

“我自己也有不开车的时候 ，当遇

到能够礼让我的车辆， 我也会点头致
意，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 不
管我是司机还是行人， 都能感受到这
种文明，如果大家留意观察，这样的周
口人可不少哩！ ”刘女士说，文明交通
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礼让行人虽说会
耽误些时间， 但这种文明带来的便利
和这种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则是无价

的。 “这是周口文明礼让的风景，更是
周口人的风景。 ”刘女士在采访最后十
分感慨。 ②15

修剪树枝清遮障 排危除险解民忧

创建文明城市 你我皆是风景
□通讯员 童建军 秦刘威

本报讯 近日，继在周口关
帝庙发现清代 《众商议立行规
序碑记》之后，我市文博专家周
建山、 崔中玉等人又对同期发
现的 《周口河北脚行送钱成规
碑记》进行了识读，基本断定碑
刻的时间为清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年 ），是当时淮宁 （今淮
阳区） 知县规定脚行脚夫为钱
铺扛送钱包的脚价而刻立的。

这通《送钱成规碑记》碑刻
现置于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的东南隅，青石质地，宽 48 厘
米，残高 44 厘米，厚 13 厘米，
楷书阴文，虽然碑体已残，但主
体内容大致可辨。 首先成规是
经“（陈州）淮宁县正堂候补分
府加六级记录八次吴”判定的。
经查“吴”应是吴元润，清乾隆
五十一年 （1786 年 ）署任淮宁
知县 ，五十四年 （1789 年 ）、六
十年（1795 年）两次回任。 立规
的原因是脚夫扛送“钱包”（注：
指装满钱币的布袋或麻包）“理
应按程途之远近定脚价之多

寡”且“有一定成规”，然而“近
有狡诈之徒不遵旧规， 拦阻硬
索脚价，甚致争殴辱闹，恐滋事
端”。 为此，特将成规发脚行脚
夫们知悉，“自示之后尔等扛送
钱文各宜（遵规行）事，并“许各
钱铺人等据实禀究 ， 决不宽
贷”。 后附周口河北的德化街、
磨盘街、洛（落）凤街、人和街、
老街、果子街至各个渡口、各个
街道、火星阁钱铺的脚价钱文。
比如德化街至大渡口八文、小
渡口七文，至老街六文、火星阁
九文等等。

这通碑刻的发现， 说明清
乾隆时期， 周口的商贸及钱铺
业已非常发达， 而且城镇街巷
格局已成规模， 对于研究周口
的城市沿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 助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
实证作用。 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