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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永剑 通讯员 赵慧贤 王凤仪

本报讯 12 月 26 日，来自山东菏泽的张先生行
动不便，乘坐 K850 次列车抵达周口，周口站客运工
作人员热情、细致的服务，让首次来周口的他在寒冷
的冬日感受到了“周口温度”。

张先生因患病，出行必须依靠双拐。12 月 26 日，
他打算前往周口科技产业园区考察针对残障人士的

就业岗位。张先生提前拨打了铁路 12306 客服电话，
预约重点旅客工单。周口站客运工作人员根据需求，
安排人员准备好轮椅在车厢门口等待， 并把他送到
网约车上。

张先生说，自己出行不便，但现在铁路部门的人
性化无障碍服务让他出行无忧，特别是周口站工作人
员“无缝衔接”的暖心服务，让他感受到了周口人的温
暖。 ②22

������近日，七一路街道社工在为老人办理高龄津贴认证。据了解，近期以来，七一路街道社工开展了入户办理 80
周岁及以上老人高龄津贴认证工作，已帮助辖区近 1300 位老人办理高龄津贴认证与定期审核。 记者 黄佳 摄

“周口温度”温暖残障人士

敲门探访暖“夕阳”

□记者 姬慧洋 苑美丽 实习生 魏欣

本报讯 寒冬虽至，温情任在。 一座城市的文
明程度， 和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 连日
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多部门纷纷开展寒冬送
温暖活动，涓涓细流汇成爱的大河，在寒冬季节为
辖区居民带来冬日里的温暖。

寒冬送温暖 爱心好“粥”道
“张阿姨，鸡蛋和粥都放到您的袋子里了。 ”

“大爷，您小心一点，粥有点烫。 ”“刘师傅，今天特
别冷，地上树叶又多，清扫很辛苦。 来，喝杯热粥暖
和一下！ ”近日，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街道
曾楼社区世和府小区门前，志愿者为小区居民、户
外劳动者送去暖心粥。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进入 12 月
以来， 曾楼社区联合世和府建业物业在每周一早
上 7 点，为小区居民、户外劳动者送上一杯杯热气
腾腾的自制暖心粥， 希望在这寒冷的冬天能给大
家带去关怀和温暖。

暖心热饮 捧在手心里的温暖
“早上好！您喝杯姜汤暖暖身吧！”“您好，天气

冷，来喝杯姜汤暖和一下！”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揽境项目工作人员在华耀城开展“感恩相伴、
温暖同行”寒冬送热饮活动，为附近的商家和户外
工作者送去了一杯杯暖心的姜茶， 向每一位奋进
的周口人和城市的守护者致敬。
活动当天， 百余位收到姜茶的群众纷纷给工

作人员点赞。 “这么冷的天， 刚走到华耀城的门
口 ，就看到有人给我们送上姜茶 ，让我们在新的
一天充满了力量。这个举动真是暖胃又暖心。 ”赶
着上班的王先生笑着说。

大医献爱心 义诊进乡村
“婴幼儿和儿童自身对病原感染免疫力较

低，细菌和病毒会乘虚而入。 此时，便需要通过接
种疫苗，来增强婴幼儿和儿童对特定疾病的免疫
力。 ”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联合周口华康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走进
许湾街道邓楼行政村 ，为村民提供 “家门口的便
利服务”，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活动中，医护人员及志愿者耐心解答群众的
各类问题 ，引导群众科学就医 ，并向群众普及预
防接种知识 ，倡导大家积极接种疫苗 ，构建有效
的人群免疫屏障 ， 降低相应疫苗针对性疾病的
发病率。

一句句暖心的话语， 一声声关心的叮咛，一
次次亲切的交流 ， 架起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奋战在道路上、社
区里，让寒冷的冬天充满温暖。 ②22

招工启事
������江苏省泰州市远望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招收 20 名有驾驶证 、 可以出差的男组装
工，年龄 40 岁左右，待遇：工资 20 元/小时，
每上一个白班缴 60 元的养老保险金，出差
每天补助 60 元。

联系电话：13905268162。
工作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东转盘向

东 1.2公里处。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吴继峰

云贵川多地农村有这样的传统习俗， 每年岁末选
一个好日子杀年猪、灌香肠，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到家
里品尝，这便是他们俗称的“杀猪饭”。 而据媒体报道，
近日，“丽江融媒”官微发布了一则题为《不搞“杀猪客”
“杀猪饭”，丽江部分乡镇发出倡议》的消息，建议养猪
户尽早屠宰年猪或统一宰杀，提倡自宰自食，不铺张浪
费，一时引发网友热议。

丽江官方发出这样的倡议，一定是基于转变乡风的
现实需要。相互攀比大办“杀猪饭”，进而逐渐发展成大
吃大喝。 如果没有人去正确引导，大家都“鼓着肚子硬
撑”， 这种铺张浪费就会成为一些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杀猪饭”是乡邻沟通交往的一种
传统方式。“提倡节俭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没有了
‘杀猪饭’，乡土社会便也丢失了年味和烟火气。 因此，
要防止倡议变强制，给乡风的变化留一些耐心，给乡土
习俗留下一些延续的空间。 ”

乡土文化是人民群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
宝贵财富，它涵盖了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方式、社会
习俗和价值观。“杀猪饭”是不是乡土文化？ 很显然是
的。 这种习俗能够上千年传承下来，一定是有其合理
逻辑的。因此，对传统习俗一禁了之是不可取的。笔者
老家一个邻村至今保留着一个习俗：逢丧事只帮忙不
吃席，无论事主穷富皆遵此例。这几年，村里理事的人
也做了一些变通，丧事办理期间不宴请，事情过去可
以宴请。 为什么当初会禁止宴请，大概率是在生活条
件普遍不好的年代，丧事的大办让人苦不堪言。 为什
么大家也认可了现在的变通，很显然，现在生活条件
宽裕了，有些乡邻想表达谢意也的确盛情难却。 笔者
以为，禁和放都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民意，把握工作
的力度和节奏，才能让民俗“留精华、去糟粕”，才能在
老习俗和新风尚之间找到和谐共赢的“度”。 ②22

不必强行禁止“杀猪饭”

寒冬虽至 温情仍在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多部门竞相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

身边变化

周口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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