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社”联动破解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工作难题

本报讯 川汇区 “三社” （社会 、
社区、 社工） 联动示范项目办公室自
成立以来 ， 协同周口现有的社会组
织， 以建设 “万户千商联动服务智慧
社区百站行” 系列活动为切入点， 积
极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示范项目， 破解
了各级党政机关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
里” 工作难题， 为持续推进加强社区
建设和改进社区服务奠定了良好基

础。
“三社” 联动示范项目办公室整合

全市觉悟高、 业务强、 运行良好的社
会组织组成了若干服务团队， 把党委、
政府该说的、 想说的和该做的、 想做
的事情传递给社区群众， 为服务社区
群众工作做出了良好的探索和铺垫。

如今， 在川汇区五个办事处社区

服务站 （十个示范站点） 都有志愿者
服务的身影， 十个示范站点每月服务
居民上万人次。志愿者在政策咨询、健
康讲座 、休闲娱乐 、文化体育 、戏曲舞
蹈 、亲子农耕 、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
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深得广
大干群称赞 。 “三社”联动示范项目办
公室同时依托 “互联网+ ”，先后联合
中国移动 、阿里巴巴 、百度 、58 同城
等 80 多个商家和周口市教科文促
进会等通过开展 “川汇云上社区 ”
“万户千商联动服务社区百站行 ”
“爱心帮扶一百站”“舞动周口 ”“共享
家庭医生”“共享汽车服务”“万人千户
看电影” “万户千商社区行” 等活动，
为社区居民提供数万人次不同服务需

求。 ①9 （高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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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第七届包饺子大赛暨
《周口晚报》 创刊 15周年暖冬公益行活动隆重举行

本报讯 ( 记者 张洪涛 文/图) 12
月 22 日上午， 位于周口中心城区八
一大道与文昌大道交叉口的佳利小广

场内热闹非凡， 由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 佳利地产、 邦杰水饺、 萤火虫
公益协办的周口市第七届包饺子大赛

暨 《周口晚报》 创刊 15 周年暖冬公
益行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

2003 年 12 月 22 日， 冬至， 《周
口晚报》 正式创刊。 如今， 一路风雨
走来， 《周口晚报 》 已度过了 15 个
年头。 15 年风雨兼程 ， 15 年筚路蓝
缕。 回首来时路， 广大读者给予 《周
口晚报》 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周口
晚报》 坚持 “办市民喜爱的报纸” 理
念 ， 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篇篇有温
度、 有深度的报道。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 ， 多年前 ，
《周口晚报》 开始在冬至举行暖冬行
包饺子大赛， 如今， 这一活动已经根
植于广大市民心中。 邦杰水饺作为爱
心企业， 多年来也一直支持暖冬行包
饺子大赛。 对此， 邦杰水饺工作人员
谭君凤说， 在冬至开展公益送饺子和
包饺子活动， 不仅弘扬了冬至传统文
化， 还丰富了居民群众的业余生活，
增进了亲情！

当日上午， 活动开始后， 广大市
民和 《周口晚报》 的小记者纷纷跃跃
欲试， 大家两人一组， 你擀皮来我包
馅， 配合得十分默契。

“爷爷 ， 我来擀皮……” 活动现
场， 来自周口市七一路小学的夏利蠧
和爷爷一起参加包饺子大赛。 虽然是
第一次参加包饺子比赛， 可是夏利蠧
小朋友却一点也不紧张， 他在爷爷的
指导下， 两只小手摁压着擀面杖来回

转动， 不一会儿的工夫， 一张不规则

的饺子皮就新鲜出炉 ， 看着自己的
“作品”， 夏利蠧小朋友脸上露出开心
的笑容。

“冬至吃饺子 ， 是我们的传统习
俗 ， 大家聚集在一起包饺子其乐融
融 。 我已经连续几年来观看包饺子

大赛了 ， 希望明年继续搞这样的活
动……” 一位市民说。

“听说今天还是 《周口晚报 》
的生日 ， 祝愿 《周口晚报 》 越办越
好…… ” 采访中 ， 一些市民这样表
示 。 当日上午 ， 天空忽然下起了小
雨， 可是大家包饺子的热情却只增不

减。 此次包饺子大赛共评选出了前三
名， 获奖选手分别领取了食用油、 洗
衣液等奖品。

邦杰水饺不仅为此次包饺子大赛

现场提供 200 斤饺子馅和面粉之外 ，
还为福利院、 敬老院提供了 70 件水
饺。 ①9

11月份我市 CPI同比上涨 1.3%
本报讯（记者 窦娜）昨日，记者从

市统计局获悉，11月份我市 CPI （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3%。

11 月份， 居民消费八大类商品价
格同比呈现“七涨一平”态势。除医疗保
健类价格与上年持平之外，其他商品价
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食品
烟酒类价格涨幅最大，同比上涨 2.2%；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位居上涨排行

榜第二位，同比上涨 2.0%；居住类价格
同比上涨 1.7%；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
格同比上涨 0.9%；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
价格同比上涨 0.4%； 衣着类价格同比
上涨 0.3%；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上
涨 0.3%。

从最能反映 CPI 近期走势的环比

数据来看 ， 当月 CPI 环比下降 0.3%，
八大类商品价格环比呈 “三升三降二
平” 运行态势。 其中， 其他用品和服
务类价格上涨明显 ， 环比上涨 1.0%；
衣着类价格环比上涨 0.3%； 居住类价
格环比上涨 0.2%； 当月， 食品烟酒类
价格下降最多， 环比下降 1.1%， 交通
和通信类价格环比下降 0.3%； 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价格环比下降 0.2%； 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与医疗保健类价格

与上月持平。
对于 CPI 未来的走势， 市统计局

工作人员分析， 尽管可能会受到季节
性、临时性等短期扰动因素影响，但不
会改变物价总体平稳运行的态势。 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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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好声音》全国海选周口赛区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专场海选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梁照曾 文/图）在举
国欢庆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12 月
22日，由浙江卫视、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 周口报业传媒文化体育有限公
司、 周口市星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的《中国好声音》全国海选周口赛区
也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专场
海选，在这场醉人的音乐盛宴中，共有
21名学员参与比拼，其中 13 名学员顺
利晋级，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专场
海选划上圆满的句号。

作为乐坛影响深远的电视音乐评

论节目，《中国好声音》 也是音乐界改
革开放的重要成果， 为广大草根歌手
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22 日，《中国
好声音》 全国海选周口赛区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专场海选，于下午 2 时 30
分在周口市博物馆西二楼的市文化馆

演播厅精彩开幕， 周口市音乐家协会
副主席、周口市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周
口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魏强，周

口市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 周口师院
音乐舞蹈学院声乐副教授邵云和苏酒

集团左田建担任评委。
参加海选的 21 名学员分别是 1

号杨基深、 2 号段东亚、 3 号李占伟、
4 号张曼丽、 5 号王一丹、 6 号王璐、
7 号陈勤、 8 号于永杰、 9 号吴欣泽、
10 号刘云龙、 11 号李景林、 12 号朱
金荣 、 13 号庞天舒 、 14 号覃金星 、
15 号陈慧琳、 16 号董孟佳、 17 号刘
婷婷 、 18 号王星宇 、 19 号何佳嘉 、
20 号周梅、 21 号孟千惠。 21 名学员
选手个个实力不凡， 他们以不同的风
格演绎各种动人的歌曲， 观众都沉醉
在这场音乐盛宴中。 评委现场逐个点
评， 既专业严谨， 又细腻中肯， 不舍
得淘汰每一个好歌手。

值得一提的是， 本期海选歌手年
龄包含老中青 ， 最年长的歌手有 60
岁， 最小的 16 岁。 其中歌手吴欣泽
还是一名中学生， 他痴迷音乐， 很小

就自己写歌 。 他此次演唱自己写的
《水星记》， 得到评委一致好评， 直接
晋级。 他也是本届的网络 “人气王”，
以 4407 票， 高居榜首。

本届海选晋级的歌手有杨基深 、
段东亚 、张曼丽 、王一丹 、王璐 、吴欣
泽、覃金星、陈慧琳、何佳嘉、刘婷婷、
王星宇、周梅、孟千惠。 ①9

郸城县禁毒教育主题公园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孟令
康 文/图） 12 月 21 日上午， 郸城县四
个班子领导为禁毒教育主题公园揭牌

（如图）， 举全县之力创建省级禁毒示
范县。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毒害已成
为当今社会的公害。为进一步加强禁毒
宣传教育，提高全民识毒、拒毒、防毒、
禁毒意识，在郸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县禁毒委的强力推进下，郸城县
禁毒教育主题公园全面建成并向公众

开放。 该主题公园通过禁毒雕塑、线上
禁毒、禁毒宣传栏等手段，将禁毒历史、
毒品种类、毒情形势、毒品预防、法律法
规、全民禁毒等几个部分全方位展示预
防毒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宣传内容立
足警示，重在教育，力求通过线上线下，
情景交融， 增强了禁毒教育的趣味性、
针对性、时效性。

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郸城禁毒教育主题公园将成

为全县禁毒宣传的一张名片， 起到教
育群众、 带动全县、 辐射周边的示范
效果 。 禁毒教育主题公园揭牌标志着
郸城县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

全新阶段， 必将推动全县禁毒工作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 郸城禁毒教育主题
公园既是一个窗口 ， 也是一个平台 。
希望走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受到教

育， 自觉筑牢拒毒的思想防线， 希望
全县人民积极成为禁毒志愿者， 为禁
毒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

参会人员纷纷在林则徐广场的禁

毒条幅上签名 ， 表达禁毒意愿 。 揭
牌仪式当日 ， 由郸城禁毒协会组织
的 100 余辆禁毒宣传车悬挂禁毒标
语 ， 播放禁毒倡议书列阵出发 ， 在
全县进行大范围的禁毒流动宣传 ，
社会车辆也纷纷加入宣传队伍 ， 同
禁毒志愿者一起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
掀起了全民参与创建省级禁毒示范

县的新高潮。 ①9

———四尺六尺整纸大字圣手张福德老人小记
首席记者 刘彦章

布衣“大字王”张福德

“大字王”？ 听说过吗？ 古今中外书
家，以写大字成名者，你听说过几个？ 周
口乃是书画大市，然能写大字者亦寥寥
无几。

为啥大字稀缺？ 因为大字难写，大
字耗材。 因此，古今中外书家，对大字要
么畏难，要么避开。 不论行草隶篆，不论
碑帖摩崖，善写四尺整张甚至六尺整张
大字者，少之又少！

张福德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例外！
张福德何许人也？ 商水县一八旬老

翁也。
耄耋之年，却健朗若壮。 每日书写

不止 ，或赵孟瞓 、或颜真卿 ，日书小楷
800。 有求大字者，四尺或六尺整张，老
张运气、铺纸、泼墨，一气呵成，或再再
而成，气不喘，力不怯。 书成，踌躇满志，
必左顾右盼，上下浏览，自以为得之矣！

张福德今年 80 岁，幼名张天义，商
水县姚集乡人， 现居商水县城一陋巷。
幼读私塾，8 岁习书，师法赵、颜，十多岁
即习大字，并称名乡里，人呼“大字王”。
自此已降，倏忽一甲子过也！

老张一生多舛。 1958 年， 他 20 岁
初中毕业后在县水利局工作， 负责工
程测量、 绘图、 计算、 施工， 是当时

少有的工程人才。 1962 年返乡到乡政
府， 仍抓水利， 10 多年来参与了乡里
很多农田水利工程， 是建设设计桥涵、
机灌站的全把式。 无奈， 他有 6 个孩
子，工资低，所得难以糊口，后索性自愿
下放回家当了农民，大搞家庭副业。 几
年间，即成为有名的“冒尖户”。 不料想，
1968 年，打“冒尖户”，一次罚他 1 万多
元，彻底把他罚干了！ （当时的一万元，
你想都不敢想！ ）老早干革命，落个农民
身！ “要是文革期间我大小犯个错，打成
右派之类，早平反复职了。 ”无冤、无屈、
无错误，只为养活孩子，虽丢职，至今却

也不悔。
老张说：“那时候， 七级工八级工，

不如农民一沟葱！ 土地承包以前，吃饭
是大问题。 为了孩子，我种菜、种瓜、种
红薯，后来收文物，主要是瓷器和铜钱，
几乎走遍了全国！ ”至今，在古币、瓷器
收藏及古玩鉴赏方面，老张在圈内还是
公认的行家！

“我能吃肉，身体壮！ 骑车步行，不
喘不累，都以为我不到 60 岁。 现在每天
早起练习书法，晚年只想把书法艺术传
授给孩子们和社会更多的人！ ”这是张
福德老人的愿望！ ①9

包饺子大赛现场。

图为比赛现场。现场观众。

《走进兰考》今晚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
（上接第一版）
《走进兰考》第二集“推手”———兰

考昔日的“盐碱风沙地”，变成如今“致
富丰收田”。在兰考，有一大批“新农民”
重返故乡创业， 从土中刨金。 “山药姑
娘”种植的良种山药迎来大丰收，上海
的白领变成了兰考家喻户晓的“红薯夫
妇”，90 后农学大学毕业生用头脑 “玩
转”土地，华为前员工回到家乡变成了
电商“推手”……兰考翻天覆地的变化，
背后的神秘推手正是政府完善的政策

和资金保障。
《走进兰考》 第三集 “车站” ———

车站有离别， 也有相聚； 有逃离， 更
有回归。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兰考火
车站见证着这片大地上的巨变， 其自
身也迎来了新的改建。 此前， 兰考人
在风雪夜扒上一趟趟运煤车逃离 “贫
瘠兰考”； 现在， 在外闯荡的兰考人登
上疾驰的和谐号 、 复兴号高速列车 ，
从祖国各地重返 “魅力兰考”。 一座车
站， 成为兰考这片热土巨变最有力的
见证者。

《走进兰考》第四集“家当”———上

个世纪，结婚最贵重的家当莫属“三转

一响”。 而今，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
展，“家当”也被赋予全新的含义。 小麦
育种专家沈天民的家当是“小麦”种子，
姚中义夫妇最宝贝的家当是 “满栏湖
羊”， 木匠曹胡的家当从八仙桌到智能
扫地机器人，而兰考的最大的家当则是
“兰考集聚区”里精心招商的企业。家当
一物一器之变， 是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
的小缩影。

《走进兰考》第五集“喜宴”———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喜宴上的幸福和甜蜜
却是亘古不变。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喜宴之后又增添了新的带有时代烙
印的烦恼。片子围绕郑彦庆和王思慧这
对小夫妻的“喜宴”，依次讲述了兰考农
村婚嫁的新风俗、新时尚。 农村婚嫁彩
礼不能超过 3 万，绝不能让刚脱贫的老
百姓“因婚致贫”。喜宴虽简、彩礼虽少，
但婚礼上的那份甜蜜和幸福却格外浓

厚、动人……
精彩故事详情，请关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纪录频道，12 月 24 日－12 月 28
日（周一到周五）每晚 20:00 播出《走进
兰考》， 让我们一起见证新时代兰考的
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