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郸城县钱店镇胡
楼行政村村民采摘黑皮冬

瓜。近年来，郸城县钱店镇盛
产的黑皮冬瓜闻名全国，单
个重达 30 多公斤，素有“表
皮光滑浅棱沟， 肉质致密品
质优”的美誉。 如今，黑皮冬
瓜长势喜人， 瓜农们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柴元红 摄

收获的喜悦

热点

□记者 田亚楠

在川汇区和谐家园小区门

口的一家便利店里，地面卫生干
净整洁， 各类商品摆放有序，日
常生活用品在这里都能买到。在
商店门口，“光荣之家”的牌子格
外亮眼。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役军
人， 也是一名党员。 他为人正
直、 真诚， 是我们一家人的骄
傲，也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 ”
便利店老板李晶晶说， 受父亲
影响， 她一直秉承诚信经营的
理念。

“自从开业以来，我始终把
诚信经营放在首位。 有的顾客
购物时会落下东西， 我捡到后
会第一时间归还。 ” 李晶晶表
示，开业 10 多年来，店里的顾
客多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她都
比较熟悉。 2022 年 9 月 15 日
22 时许，一名顾客进店购买饮
料， 付款时将钱包落在了柜台
上， 李晶晶发现时对方已经走
远。第二天，李晶晶特意在店门
口等候， 当她再次见到那名顾
客时，立即将钱包还给了他。

李晶晶告诉记者 ， 多年
来，她不断对商店进行提档升
级 ，优化商品结构 ，更好满足
顾客需求。 在采购商品时严把
质量关，决不出售假冒伪劣或
过期商品，保证所售商品货真
价实 ，让顾客买得放心 、用得
安心。

“只要你把诚信作为经
营的标尺 ， 顾客才会把你的
商店作为购物的首选 。 ”李晶
晶表示 ， 她将一如既往保持
诚信本色 ，以诚待人 ，为附近
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购

物环境 。 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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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晨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学习、社交、
娱乐的重要工具， 网络空间更是网民共同
的精神家园。 随着我市“创文”工作不断深
入推进，共建网络文明，共享良好网络环境
已成为越来越多周口网民的行为准则。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青年教师

崔家勇是周口人。 他告诉记者：“我们身
处一个高度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各类
谣言、 误导性言论随着信息洪流不断涌
来，在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决
策与行为。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网络信
息环境， 要积极引导青少年提高自身素
养，加强网络文明意识，理性表达个人观
点，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

今年刚毕业的周口籍大学生李宇告

诉记者：“通过网络， 我们获取的信息量
非常大，作为大学生，更应该展示出高素

质、高理性的精神风貌。 在面对网络热点
时，如何参与、如何评论、如何融入，都需
要我们谨慎思考、冷静面对，做到自觉监
督、举报网络不法行为，维护风清气正的
网络环境。 ”

石国垒是周口市银珠路中学的一名

物理老师，他在多个网络平台拥有自己的
账号，经常通过网络发布科普物理小知识
视频， 分享在物理教学中的思路和方法，
吸引了不少粉丝，部分视频最高阅读量能
达百万。石国垒虽然在很多网络平台都有
账号，但文明上网一直是他坚持的行为准
则。石国垒表示，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内
容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有些网
络平台漏洞百出、内容参差不齐，文明上
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网络平台，发表言论
应当恪守法律法规和底线。

如今， 不少老年人也加入网民队伍，
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 也有

着强烈的学习需求和求知欲望。 临港开
发区淮河路街道工作人员智玮玮说：“我
们要把文明上网宣传活动融入到日常工

作中，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网络观，自
觉抵制不良内容，积极营造健康、文明、和
谐、安全的网络环境。 ”市直某单位退休
人员张女士认为，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提高自身修养，不要随意打开不明网站，
不要轻易在网上透露个人隐私和身份信

息，这不仅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维护文
明的网络空间。

在采访中大家纷纷表示， 网络安全没
有旁观者，要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积极
树立文明新风，争做周口文明网民。 ②18

营造清朗网络 文明始于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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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中华文明 坚定文化自信
———我市“文明探源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宣讲活动侧记

□记者 黄佳

7月 25日以来，我市各地广泛组织开
展“文明探源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志愿服务宣讲活动，省、市、县宣讲团文
物和文化遗产专家志愿者，分赴各县（市、
区）、市直单位以及全市 10 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开展集中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干
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
自信。

7 月 25 日 ， 河南大学考古学副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在周口市

美术馆作了题为 《夏文化与中华文明
主根主脉 》讲座 ，拉开了本次宣讲活动
序幕 。

在现场听完讲座，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文物资源利用科刘彦君表示收获很

多。 “夏文化是当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课
题，时庄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研究
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侯教授的宣讲让我

对夏文化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刘
彦君说：“怎么把夏文化研究好传承好，让
大众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

周口漕运文化的衰落与兴起、周口从
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各个时代墓葬的

特点、文物基础知识和商水文物……一场
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增进了大众对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了解。

7 月 26 日 ，项城市开展 “文明探源
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
宣讲活动。 活动中，项城市文化馆馆长、
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王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 类别 、
申报认定标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涵养当地人文底蕴起到的独特作用讲

起， 带领听众仔细品味项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

8 月 4 日下午，在川汇区“文明探源
我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宣
讲活动中， 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以
《漕起漕落漕又兴———从历史文物谈周口

漕运文化》为题，讲述了周口漕运文化。让
听众感受到周口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月 17 日至 24 日 ，太康县 、西华
县 、 商水县分别开展 “文明探源我来
说 ”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宣
讲活动 。

据了解 ，自活动开展以来 ，我市共
组织了 14 名专家志愿者 、118 名文化
志愿者参加 “文明探源我来说 ”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宣讲活动 。 他
们以 “考古周口 ” “寻古探秘启文明 ”
“中华文明探源 ”等为宣讲主题 ，带领
大家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 感知
中原文化的魅力 。 ②2

������近日，周口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
队一大队巡逻民警在宁洛高速周口

东服务区对货运车辆车载消防器材

进行核验。 据悉，周口市公安局高速
交警支队紧盯高速公路服务区 ，以
驾驶人安全文明驾驶为重点， 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货运、客运
车辆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

意识。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郭利军 摄

文明驾驶
安全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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