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法治之力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刘昂）按照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安排 ，6 月 24 日 、25
日、30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如何做
好 《周口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立法工作，分
别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主体、 管护
主体、经营主体座谈会。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祁永亮出席并讲话。

座谈中，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
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情况。 各
参会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围绕高标
准农田建设 、管护 、经营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各抒己见，共商对策，并
就 《条例 》的修改完善提出了意见
建议。

会议强调，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工

作，制定《条例》是我市锚定农业强
市建设目标，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要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地方特色，聚焦周口高标
准农田建设保护需要， 认真梳理研
究建设主体、管护主体、经营主体提
出的突出问题， 充分吸纳座谈会上
的意见建议， 结合发展需求和群众
诉求，制定具体条款，切实增强《条
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 要结合改革决策和相关法律
制度，突出制度设计的有效性、配套
性和前瞻性，确保《条例》立得住、行
得通、真管用。 ①7

“爱心粥屋”情更浓

□记者 张洪涛 文/图

7 月 1 日， 天空刚泛起一丝鱼
肚白， 位于太康县城谢安路附近的
“爱心粥屋”早已灯火通明，传来阵
阵欢笑声。

当天是党的生日， 也是环卫工
人老杨的生日。 为了让老人过一个
有意义的生日，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
暖，大伙儿一早就忙碌了起来。

“你赶紧找几张桌子， 把大锅都
抬桌子上去， 好给大伙儿盛饭……”
“我去刷碗，你去拿蛋糕和鲜花，得麻
利点，别等老杨来了，咱们还没准备
好。 ”眼看快到环卫工人过来吃饭的
时间，志愿者们也加快了节奏。

老杨名叫杨锦堂， 今年 70 多
岁，已经从事环卫工作近 20 年。 每
天凌晨三四点钟，老杨就穿上橘红
色马甲，骑上小三轮车，带着扫帚，
来到街头清扫垃圾。 寒来暑往，老
杨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

早晨 6 时许， 环卫工人纷纷来
到“爱心粥屋”不大的院子里就餐。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有的在桌子

边盛饭，有的给环卫工人送蛋糕，现
场繁忙而有序。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一名志愿者把一束鲜花送到老杨手

中，并为他送上刚切好的蛋糕。 “蛋
糕可真甜啊， 还一次给我端过来那
么多，你也吃一块吧……”老杨接过
蛋糕， 笑着对一旁的志愿者说，“平

时，孩子们在家给我过生日，今天能
和那么多环卫工人一起过生日，感
觉也很高兴。 ”

“我们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
餐的同时， 还坚持每个月给来这里
吃早餐的环卫工人过一次集体生

日，给他们送去香喷喷的生日蛋糕，
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和关

怀。 如今， 这项活动已坚持好几年
了，从未间断过……”太康县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爱心粥屋” 发起人
焦阳光介绍，从 2014 年开始为环卫
工人提供免费早餐，“爱心粥屋”已
经坚持运行了 11 年， 不少志愿者、
爱心人士加入进来， 为广大环卫工
人送去了关爱之情。

“能和大家一起过生日，我打心
眼里高兴，不但吃了蛋糕，还听了志
愿者唱的生日歌， 比在家里过生日
还热闹……” 戴着生日帽的老杨一
边说着感谢的话语， 一边发出爽朗
的笑声。

另外一边， 太康县税务局的志
愿者们一刻也没有闲着， 他们有的
给环卫工人盛饭、端饭，有的整理桌
椅板凳， 不少环卫工人向他们伸出
了大拇指。

早晨 7 时许，环卫工人们放下
手中的碗筷，骑上各自的环卫清扫
车，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那一抹
让人感动的橘红色，点缀在城市的
街头巷尾，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线。 ②11

汤庄乡西赵桥村：

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党日活动献礼党的生日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宏 通讯员

高海钦 史一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4 周年，7 月 1 日，省委组织
部驻村工作队联合商水县汤庄乡西

赵桥村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庆“七一”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第一书记讲党课、 慰问老党员等环
节，进一步激发基层党员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的热情， 以实际行动献礼
党的生日。

省委组织部驻西赵桥村第一

书记韩小平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干部慰问老党员赵国伍、赵
仁义，并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韩小
平为 7 月份入党的党员发放“政治
生日贺卡”，为入党超过 30 年的老
党员发放“光荣在党 30 年”荣誉证
书。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西赵桥村全
体党员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
誓词。

最后，韩小平以“持续加强作风
建设，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西赵
桥”为主题，结合自身学习《习近平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以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体会和驻

村工作实际， 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
和经典案例， 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他强调，全体党员要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

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 深刻理解作风建设的重
要性，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以一流作风推动工作提升。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进一步增
强了全体党员的党性观念和政治觉

悟，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下一步， 西赵桥村党支部将持续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 带领党员和村民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共
同建设文明幸福美丽乡村。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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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 在周口桥头音乐会
□记者 李辽 徐启峰

6 月 27 日，周五，华灯初上。 周
口中心城区八一大道桥至中州大

道桥段的沙颍河畔人声鼎沸，一场
别开生面的桥头音乐会即将拉开

帷幕。
这段沙颍河距离三川交汇处不

远，水面壮阔，风光秀美。 去年该河
段沿岸改造完工， 北岸修建了宽阔
的台阶， 成为绝佳的亲水、 观水平
台。一些民间歌手开始在此直播，台
阶上聚集的听众也日渐增多。 大约
两周前， 周口桥头音乐会突然爆火
出圈。相关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
台刷屏，话题热度飙升，单条热门视
频点赞量轻松过万。 周口桥头音乐
会迅速从本地网红打卡地跃升为全

网关注的现象级城市文化景观。
“发光大舞台”是活跃在这股热

潮中的一支明星演艺团队， 他们的
“据点”在中州大道桥下、关帝庙景
区南侧。时间回溯到半年前，团队创
始人李发光（太康县人）还在浙江舟
山从事石油贸易。受国际形势动荡、
油价不稳影响，生意难做，他便回到
周口谋求发展。一天晚上，忙完工作

的他在河堤散步， 看到有人直播唱
歌， 顿时技痒———他本人非常热爱

唱歌，在朋友圈素有“K 歌小王子”
之称。 于是，他找到好友阿杰商量：
“我们要不要组个乐队，在河堤上唱
歌？ 感觉是个有前途的事儿。 ”

阿杰本名王伟杰， 家住周口中
心城区，是位专业音乐人 ，精通 20
多种乐器演奏， 参加过北京冬奥会
演出，还曾出访多国进行文化交流，
在音乐圈小有名气。 他爽快答应了
李发光的邀请，从外地回到周口，共
同成立了“发光大舞台”。

凭着过硬的音乐功底，他们收
获了一些关注，但离“爆红”还有距
离。 为此，他们找到网络达人“中原
强哥”寻求破圈之道。 “中原强哥”
名为李志强 ，周口西华县人 ，拥有
300 万粉丝， 是河南省头部直播带
货达人。 去年，他在周口关帝庙附
近开设了一个直播基地，业务做得
风生水起，每场直播带货销售额都
超百万元。

李志强问：“你们直播唱歌，目
的是什么？ ”

李发光实诚地回答 ：“想做网
红。 ”

李志强笑了笑， 分享了他的见
解：“这个想法没错，但眼光可以放
更远 。 流量不仅是个人名气的阶
梯，更是城市的‘软实力’。 你看我
带货 ，周口的优质香油 、淮阳黄花
菜都是好物，但很多外地粉丝第一
次听说周口，还得问‘在哪’？ 咱们
周口是三线城市， 好东西很多，可
知名度和流量还不匹配。 把桥头音
乐会做成一张城市名片，让更多人
知道周口 、想来周口 ，城市人气旺
了 ，环境好了 ，咱个人发展的舞台
不是更大、更稳吗？ ”

李发光深以为然，当即邀请李
志强加入团队，帮助运营。 李志强
敏锐地嗅到了桥头音乐会蕴含的

巨大流量潜力和城市宣传价值，欣
然应允。 团队投入重金升级音响、
灯光设备，准备大干一场。 经过讨
论，他们确定了响亮的口号：“发光
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决心将桥头
音乐会打造成一个真正属于百姓

的才艺秀场。
如今， 周口桥头音乐会已成为

城市新地标。每天傍晚，从八一大道
桥到中州大道桥这段河堤上， 七八
个演出团队轮番献艺， 沿堤台阶及

周边区域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据现
场疏导交通的川汇区城管队员介

绍，高峰时段聚集的观众数以万计。
“发光大舞台”凭借专业演出和开放
互动，人气稳居前列。 6 月 26 日晚，
几位外国朋友被音乐吸引，来到“发
光大舞台”现场，即兴载歌载舞，瞬
间点燃全场气氛。 阿杰作为人气最
高的歌手，多次登台献唱和演奏，嗓
子都唱哑了。

6 月 27 日晚， 演出照常进行。
19 时许， 李志强结束直播带货，赶
到中州大道桥下客串主持人。 阿杰
因嗓子不适需要休息一天， 李发光
则依然状态在线，堪称“铁嗓”。 当
然，舞台从不缺少惊喜，许多市民跃
跃欲试， 轮番登台献唱———这个舞

台本就是为他们而设。
夜风习习，歌声飞扬，好一个美

妙的夏夜！沙颍河岸流光溢彩，人影
幢幢，热闹更胜白昼；河面上满载游
客的游船不时驶过， 欢声笑语随波
荡漾；河堤之外，八方美食汇聚，人
间烟火升腾，夜市正酣。

朋友，这个夏季，不妨来河堤走
一遭，听一场纯粹热烈的民间歌会，
感受最地道的周口烟火气。 ①7

激活群众文化“一池春水”
□宋海转

从苏超足球联赛的如火如荼，
到周口市八一大道桥附近露天演唱
会的人声鼎沸……连日来， 这些文
体活动在网上刷屏， 不仅真切回应
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
新要求， 也彰显了群众文化活动正
迸发澎湃活力。

文化惠民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文化惠民工
程作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
重要抓手， 持续聚焦人民群众多样
化、 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
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点燃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自发热

情，实现了从文化“输血”到文化“造
血”的转变。

精神文化需求是人民不可或缺
的、不断发展的高层次需求。当前，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
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生
活的需求愈加强烈，对文化产品供给
能力和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的期待也
愈发迫切。只有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
更好地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
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或许有人认为， 文化活动就要
在高台之上。其实不然。群众文化虽

然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
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
要为目的，由群众自我参与、自我娱
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却可以
不断激发文化建设的新活力。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同时也创造文化，既是
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文化创造
的主体。 如果没有人民的滋养、缺少
人民的创造，文化就会变为无根的浮

萍。 激活群众文化“一池春水”，非但
不是文化降格，反而是文化本真的回
归。当球迷在屏幕外为苏超足球联赛
助威，当打工者在夏夜河畔的歌声里
获得慰藉，文化带来的精神滋养无须
赘言，便已深入人心。

古希腊城邦的运动会， 本是民
众的狂欢；《诗经》中的国风，原是巷
陌的歌谣。在文旅深度融合的今天，
激活群众文化“一池春水” 更显迫
切。只有群众文化遍地开花，才能进
一步打造“文化 +”产业业态，加快
培育新型文化消费模式， 实现文化
产业和经济活动的双向赋能。 ②11

见证，沙颍河！
□记者 王永剑

江淮流域航运，有个不成文的亲
戚圈：豫皖是兄弟，和江浙是老表。

江苏是国内水运大省，周口是中
原航运重心。 豫苏两地港口对标：周
口港在河南的地位，犹如苏州港在江
苏的地位。

江苏水运强是出了名的。 但已经
习惯沙颍河上生活的三位江苏“老表”
却说，这几年，周口的航运发生了看得
见的巨变：船大了，船多了，港口强了！

老唐：周口都市味渐浓
最近沙颍河周口大闸上游 300

米处进行河岸护坡整修，老唐负责两
条施工船在此作业。常在附近游泳的
记者便有了和老唐相遇的机缘。

老唐全名唐玉亮。 老家盐城、今
年 55 岁的他在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上
转悠着长大，跑遍大江、见惯风浪，几
句话一搭就流露出船民的共性 ：好
客、淳朴与直爽。

两条施工船， 一艘是 26 米长、7
米宽的定位桩式挖泥船，一艘是普通
的 300 吨动力船。 在挖泥船工作时，
动力船负责后勤保障。

“以前开船全国到处跑， 江苏的
无锡、苏州、常州，长江航线的上海、
南京，大运河更是家常便饭。 后来买
了挖泥船，东北去过黑龙江，西南到
过成都， 西北内蒙古的湖泊也清过

淤。”老唐讲起过去，满脸是笑，“就是
书读得少， 当时考上高中没去上，遗
憾得很。 ”

老唐在 2019 年开着他的动力船
拖着挖泥船来到漯河，主要是在漯河
的北舞渡镇、莲花镇等地的沙河段清
淤。 这几天沙颍河有段河坡修整，他
来周口为这段河坡清淤并协助施工

队下沉钢筋石笼。
“这几年在周口、漯河、平顶山来

回跑， 漯河城区的河段景观修得漂
亮，处处像公园。 周口这几年变化很
大，河道两岸的夜景也亮化了，有都
市的味道。 ”

老沈：最好航道在周口
船尾有个小菜园，对于周口满眼

都是可耕地来说，这就不能算是菜园，
夸大点丈量也不到两平方米。 那是 3
个锯开的特大号汽油桶，填上土，撒上
菜种，却也长出绿绿嫩嫩的芽。

就这巴掌大点的地方，却种有小
葱 、小青菜 、小番茄 、韭菜等六七种
菜。 一个桶旁绑几根小竹竿，竹竿用
两根铁丝与船尾护栏连接，算是个瓜
架，架上挂着三个小黄瓜。

菜园是老沈的杰作，既是船上的
景观点缀，又是打发时间的乐趣。

沈洪高，同样来自盐城，今年 63
岁， 一眼看上去不像走南闯北的船
民，戴着眼镜，倒像学堂里的教书先
生，文质彬彬，聊天问一句答一句，不

急不躁。
记者在船上见到老沈时，他正在

刷手机， 看到有个内蒙古考生高考
713 分，说：“明年我家有希望出个高
分数。 ”

说这话，老沈是有底气的。 他的
孙子学习成绩非常好，在无锡锡山区
一所高中读高二， 再开学就是高三
了。该校高二段 32 个班，他的孙子在
全校排名前 20。

6月 29日 10时余，负责后勤的老
沈开始准备午饭。 三个人的饭很简单，
用老唐的话说就是“一稀两干”：早晨稀
饭配两三个菜，“干饭”就是米饭再整两
三个菜。 大家都不挑食，没有忌口。

“以前在岸上开挖掘机， 现在在
船上开（挖泥船的）挖掘机，这一开就
是 26 年。 ”老沈说，“2022 年来到漯
河的莲花镇， 那时沙河河道太浅，几
百吨的船容易搁浅。 经过这几年清
淤，沙河的航运也上来了。但是，河南
省把最好的航道给了周口。 ”

老吕：周口牵手长三角
天气炎热，老吕在船上负责“体

力活”，几趟下来满脸是汗。

老吕是扬州人， 一口扬州话，记
者和他交流起来很费劲。在半知半解
中夹带着手势， 磕磕绊绊总算从他
“口+手”中了解到船上生活的不易。

进入夏天， 船上最难熬的是中
午。 虽然有电风扇，但船上用电的地
方多， 太阳能板储存到电瓶里的电，
得省着用。 老吕说，几个人天天在一
起，该说的话早就说了无数遍。 白天
干活还好，晚上待在船上，除了看手
机、和家人视频聊聊天，剩下就是等
天亮。 好在夜晚船上凉快，也算是对
船民生活的一点补偿。

老吕常在手机上刷到周口港口

发展的信息。 回扬州老家，在大运河
上看到周口货船也是常态。

河南在向长三角、珠三角靠拢，周
口几个闸口在建船闸， 规划百万标箱
的集装箱码头在建设。老吕说，苏南的
苏州、 无锡、 常州已经和上海深度融
合， 周口利用航运优势也在加速拉近
与长三角的距离，未来潜力无限。

以河为笔，周口在书写沙颍河航
运传奇。 港城蝶变，这三位江苏“老
表”，既是见证者，又是传播者。 ①7

志愿者为环卫工人分蛋糕。

������晨光中， 周口市引黄调蓄
湖碧波荡漾，如一块翡翠镶嵌
在城市中心，与现代化楼宇群
相映成趣。 作为文明城市建设
的生态名片，调蓄湖不仅优化
了水资源配置， 同时以水为
媒，串联起市民亲水休闲的绿
色空间。 远处城市天际线错落
有致，近处湖光潋滟、绿意盎
然，展现了周口“以水润城、以
文化城”的发展理念。 一湖清
水映照的， 不仅是蓝天白云，
更是周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
文明底色———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

记者 刘俊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