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颍河畔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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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这座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美好。 她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也是我们心灵的寄托。
近几年，我市立足“临港新城、开放前沿”发展定位，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城市品牌，主动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

奋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即日起，本报开设“见证·美好周口”栏目，从市民的角度出发，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带领大家领略周口这座城市的

多彩风貌，见证我们这座城市的美好变化。

开栏的话

幸福“城”长
□记者 李艳华 刘俊涛 文/图

“公园多了，风景美了，路越变越宽，城也越来越
大。 ”

“搬进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新家园后，精神面貌
都发生了变化。 ”

“以前从郑州开车回家要 2 个多小时， 现在坐高
铁 50多分钟就到了。 ”

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变化，都回响着周口人民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的铿锵足音。

周口的变化日新月异

近年来，我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周口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2023年，周口中心
城区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114.68平方公里； 新建改扩建
城市道路 102公里；新建街头游园 102个，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 14.7平方米……

驻足沙颍河畔，78 岁的李志老人思绪回到多年
以前。“那时候还没有中原路跨沙颍河大桥、七一路跨
沙颍河大桥，沙颍河两岸也没有景观带。 现在真是漂
亮多了，大家早上来晨练，晚上来跳舞，还有不少市
民、游客前往‘周口八景’观光打卡，热闹得很。 ”李志
说，这些年周口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也不
夸张。

数据显示，2023 年， 我市用于沙颍河综合治理三
期、关帝庙历史街区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交通大道
提升改造、平安大道东延、建设大道东延、七一路东延、
中州大道北延等重点项目建设上的资金达 23.5 亿元，
更多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周口百姓。

“老居民”享受到了“新生活”

春暖花开， 走进周口植物园， 彩色步道建于绿植
间，小桥流水展现别样风情，天蓝、叶红、草绿、水清，层
次分明，景色宜人。三五好友相约，一家老小出动，大人
孩子或漫步于绿荫下或嬉戏于草坪上。

这样的场景， 是当下周口群众幸福美好生活的写
照。

从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到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再到入围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周口一路破茧成蝶，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
户，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曾经“脏乱差”的老旧小区成了“净整美”的“电梯
洋房”； 城区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15 分钟体育健身
圈”基本建成……“改完之后，干净又整洁，现在路修好
了，路灯更亮了，下水道也不堵塞了，小区环境焕然一
新，看着特别舒心！ ”居住在汉阳路中阳馨园小区的居
民刘女士拍手称赞道，“‘老居民’享受到了‘新生活’。”

“这是座充满吸引力的城市”

城市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文明水平的提
升，也吸引更多的商家前来投资兴业，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在这里安家置业。

“85 后”市民郭辉爱好跑步，并多次参加周口举办
的马拉松赛事。 2021年，他搬家到周口中心城区后，便
将晨跑路线定在从家附近的大庆路出发， 沿着沙颍河
岸向东跑，途经 3座大桥、多个公园及数个小区。“沿途

的绿化很漂亮，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跑起来真
是一种享受。 ”郭辉说，“记得 2014年刚回周口创业时，
家的周边还在建设，周围也没几栋楼，冷冷清清，你看
现在变化多大， 附近一个个小区建起来了， 还建了学
校、商场、医院，已经是繁华的闹市区了。 ”

城市变大了，人口增多了，功能完备了，如今的周
口再也不是当年的周口。

今年清明节假期， 在郑州工作的王冰带朋友任婷
婷到淮阳太昊陵游玩后，周日一早俩人就乘坐高铁顺
利返回了工作岗位。 王冰告诉记者， 自从周口开通高
铁后，她就很少开车回家了，坐高铁几十分钟就到了，
当天去当天回很方便！ 作为一名外地人， 任婷婷则用
“这是座充满吸引力的城市”来表达对周口的喜爱。

有人喜欢自驾，有人喜欢乘坐高铁，今天的周口正
在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

而伴随着“内外兼修、秀外慧中”的文明周口画卷
徐徐展开，城市发展已经不仅是自我突破的畅意书写，
更是“人民至上”的温馨体现。

便民服务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 姬慧洋 何晴 实习生 杨莹莹

市民驿站内，前来阅读的市民沉浸在书香里；小小
爱心亭内，针头线脑、充电宝、创可贴应有尽有；便民服
务中心里，吃、购、医功能齐全……这是一座有温度的
城市，城里住着无数温暖的人。 近年来，我市着眼于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在家门口的“小空间”里做
足惠民生、暖民心的“大文章”，让美好生活能够看得
见、摸得着、走得进。

小“驿站”释放大“温暖”

“家门口有个城市驿站是真方便，下雨路过能借把
伞，走路口渴能进来喝杯水，驿站外还安装了充电桩，
这下我们给电动汽车充电更方便了。 ”4 月 16 日，在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城市驿站，正在看书的
市民王慧明高兴地说。在外打拼多年的市民刘先生回

到家乡，发现小区附近多了一个市民驿站。“小到针头
线脑、急救药品，大到借书机、按摩椅应有尽有，还有
整整一面墙的书籍可供借阅，真是不错。 ”刘先生说，
“我觉得最温暖人的是驿站里备有饮水机和小卡座，
方便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工作之余喝水和休息。”在文
昌小学门前有一座由核酸采样小屋改造而成的便民

服务驿站， 为市民提供便民和应急等服务。 “前几
天我去接孩子， 手机没电了， 在这里充了电， 没耽
误跟孩子联系。 几平方米的空间， 小而温暖， 让我
们在遇到难事时能够应急。” 市民苏女士说。 冷可取
暖 、 热可纳凉 、 渴可喝水 、 急可如厕 、 累可歇脚 、
伤可用药……像这样的市民驿站和便民爱心 “小
屋 ”， 还分布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许湾街道田口
村 、 张埠口村等处， 未来该区将持续推进城市驿站
建设使用工作 ， 让一座座驿站在城市里交互成网 ，
一砖一瓦筑起温馨的港湾， 铺就温暖城市的幸福底
色。

“圈”出美好生活新愿景

“走呀姐妹们 ， 到便民服务中心门前跳广场舞
了。” “便民服务中心还提供缝缝补补、 空调清洗、
家居清洁等服务， 咱们去看看。” “俺老母亲 80 多
了， 我想给她办理高龄补贴， 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
就能办。”“便民超市里的肉蛋青菜都比外面便宜，咱们
过去看看吧！”……市民口中的便民服务中心指的是已
经投入使用的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便民服务中心。“来
到便民服务中心，不仅能够办理水电气等业务，还能够
吃饭、理发、阅读，真正实现把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延
伸至我们心坎上。”名都社区居民丁美丽说。截至目前，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建设 8个便民服务中心， 计
划 2024 年内建成投用 6 个以上， 这些便民服务中心
的建成投用将会给附近居民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现
在家门口啥都能买到、 啥问题都能解决， 我觉得这就
是美好生活的标准。” 居民窦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