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1 日， 社工耐心询
问老人近期身体状况。 当日，
转楼镇民政所和转楼镇社工

站社工、志愿者为该镇 15 位
困境老人送去生活用品以及

节日的祝福， 让困境老人度
过一个安康祥和的端午节 。

（记者 牛思光 摄）

志愿者风采

6月 20日，周口市妇联、
周口市大铁牛巾帼志愿者联

合会、 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
的志愿者们来到商水县汤庄

乡均户庄小学， 为孩子们送
上香包和图书， 志愿者还走
访慰问了该村困境妇女家

庭，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用品，
鼓励她们要自强不息、 乐观
生活。 ②18 （记者 黄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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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的夜“靓”起来了
□记者 何晴 文/图

本报讯 6 月 20 日晚， 烤冷面、炒
酸奶等各式各样的小吃的香气弥漫在

五一路商业街（七一路至交通大道段），
一辆辆造型别致、 干净卫生的景观餐
车，形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改造前的五一路商业街因坐落于

老城区，道路狭窄，整体形象欠佳。改造
后，街内布置了多种经营摊点、观光景
点、灯光装饰等。

沿着五一路商业街向东走，便来到
了我市首家大型小吃城———五一好吃

城。门外绚丽的彩色灯牌将商场门头包
裹起来，让本该沉寂的夜晚彰显出独特
的都市商业魅力。 “工作一天后，能和朋
友吃上一顿美味的烤肉，那再幸福不过
了。 ”市民秦女士说。

位于文昌大道与健康路交会处的关

帝老街已成为市民的打卡地。 市民王女
士说：“现在我更倾向于带孩子到户外街
区，享受周口的美丽夜景。 ”②18

□记者 王晨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自 2022 年 11
月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以来，主动对标
对表“创文”标准，围绕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秉承普惠性、公益性原则开展多项公益
活动， 切实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服务，
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烈日炎炎 ， 走进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就感到丝丝凉意。 这里是该中心的
图书阅览厅， 琳琅满目的图书整齐摆
放， 原木色的书架和桌椅完美融入其
中。 站在此间，不由得静了下来，脚步
也渐渐放缓。 据介绍，这些图书针对性
较强，多为适宜青少年阅读的书籍，包
括传统文化经典读物、世界名著、亲子
绘本等， 已经成为青少年读书的 “网
红”打卡地。 记者看到，志愿者服务点
内便民雨伞、应急药物、饮用水等一应
俱全，专门为市民提供便民服务；服务
的青年志愿者为来往市民提供问询 、
引导， 以及解答前来咨询中心活动的
家长和学生的问题， 处处彰显浓厚的

文明氛围。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是市委、市政府

重点关心关注的项目，填补了全市没有
青少年活动阵地的空白。 记者了解到，
市青年活动中心内设图书阅览厅、多媒
体演播厅、国学书画、生活体验、非遗编
程、心理咨询等 16 个功能室，室外包括
植物科普园、篮球场、羽毛球场等，目前
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市青年活动中心
自开放以来， 团市委坚持青少年为本、
公益为先、活动为主的原则，聚焦青少
年思想引领和成长成才，通过积极协调
社会资源、招募青年志愿者、募集爱心
资金等方式， 在自力更生中谋求发展，
保障中心顺利运营，为周口青少年提供
优质便利的学习成长空间。

据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目前所开
设课程课时费全部免费，周末开有科学、
书法等多个特色课程， 为全市青少年绽
放体艺之美、提升综合素质搭建新平台。
“这些课程活动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深受家长和青少年的喜爱， 每期公益活
动统一在公众号发布， 很快就全部报
满。 ”有关负责人表示，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作为广大青少年活动阵地， 始终发挥
好服务作用，坚持公益免费、自愿参加的
原则以及教育的普及性和实用性。

不仅如此，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在日
常活动中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
成年思想道德建设、 节假日以及重大纪
念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打造有温
度的公益教育。 6月 18日，由团市委、市
民宗局联合市青联、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组织开展“民族团结‘粽’是情，传统文化
润童心”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在志愿者
老师的带领下， 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和家
长们一起缝制香囊、包粽子、制作手工龙
舟，并开展旱地龙舟接力赛，让孩子们在
趣味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迎接传统佳节，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

据悉，自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投用以
来，累计已开展“WRC 世界机器人大赛
周口城市选拔赛”“书香周口·名家系列
讲座”“周口首届青年网上年货节”等大
型公益活动近 30 场， 让广大青少年感
受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提高了青
少年对我市文明创建的参与度，不断提
升城市文明内涵和底蕴。 ②2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多彩公益活动添彩“创文”

外卖包装需环保

市民刘女士：
近年来， 餐饮外卖业迅

速发展， 让越来越多的人足
不出户就能享用八方美食 。
外卖已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外卖包装越来越
精美、复杂，过度包装下产生
的垃圾污染问题也日益严

重。建议市民环保节约、绿色
消费。 也建议商家使用绿色
包装材料、 提供绿色包装解
决方案，建立供、需对接的绿
色包装供应链。 ②18

（记者 王慕晨 整理）

广场舞高分贝音响扰民

市民王女士：
清晨和傍晚， 广场相约

而“舞”是很多中老年人多年
来的习惯，对身心有益，但随
之产生的高分贝噪声却让周

边居民苦不堪言。 文体团队
争抢地盘、比拼音量、与住户
发生冲突等时常发生， 成了
困扰市民的一块“心病”。 建
议市民跳广场舞时佩戴指定

频段和音量的耳机， 最大限
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

响， 也尽可能保证跳广场舞
者的体验。 ②18

（记者 王慕晨 整理）

□记者 牛思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承载着记忆

的老街。 在市民张先生心里，位于川汇
区中州大道北段西侧的作坊街，就承载
着张先生的童年记忆。

张先生说，“今年我已经 40多了，直
到今年初， 作坊街周边的街道和建筑跟
我小时的记忆一样，没有一点变化，房子
还是那些房子，街道还是那样的街道。 ”

作坊街东西长不过 300 米。 据说作
坊街是因生产草纸而得名，可是自从张
先生记事开始，他在作坊街就没有见过

什么草纸。
“上中学后，我家就搬到黄河路居

住，此后很少回作坊街。 偶尔回到作坊
街北面的老院子， 发现作坊街周边一
点变化都没有。 ”张先生表示，之后的
时间里，城市其他街道路变宽，绿化变
美， 为啥我记忆中的作坊街周边没有
一点变化？

两个月前，张先生上小学时的同学
告诉他：“咱学校那道街开始拆迁，作坊
街以后可能就没了。 ”听到消息的张先
生心里一直惦记着，终于在一个下着小
雨的周末，专门回到作坊街看看。

看着拆迁中的作坊街及周边，张先
生不由感叹道：“老街虽然有着很多人
的记忆、回忆，随着时间变迁，作坊街和
其他老街老巷一样，慢慢地成为交通拥
堵、设施落后的代名词。 ”

“作坊街的路要扩宽”“作坊小学教
学楼还在”“作坊街西头新大桥快修好
了” ……张先生用手机不断拍着视频，
也不断和同学讨论着作坊街的将来。

张先生感慨道， 老街的拆迁升级
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件好事， 可以提升
硬件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对城市发展
是好事。

承载记忆的老街将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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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路商业街（（七一路至交通大道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