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旭 张蕾 通讯员 魏雅华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向《周道帮办·直通 12345 热
线》栏目反映，川汇区交通大道与建安路交叉口南北方
向绿灯时长过短，仅 10 秒，导致车辆和行人通行不便，
呼吁有关部门调整信号灯配时。

12345 热线接诉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将信息转
交至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迅速核实，确认该路口红绿灯

设施尚未移交，目前由市城管局管理。市公安局随即协
调市城管局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勘查。经实地检测，证实
市民反映的该路口南北向绿灯时长不足问题属实，原
有配时无法满足高峰时段交通流量需求。 技术人员结
合该路口实际车流，对信号灯配时进行了优化调整：西
向东方向绿灯延长至 26 秒，东向西方向延长至 34 秒，
南北方向均调整为 20 秒。 调整后，各方向通行效率显
著提升，有效缓解了车辆排队现象。

7 月 6 日上午，家长和学生在认真阅读。 近日，
川汇区图书馆迎来人流高峰，凉爽的环境、丰富的
图书，成为人们学习、避暑的绝佳去处。据该馆负责
人介绍，近期馆内人流量显著增加，每日接待读者
近 400 人次。为应对暑期高峰，该馆提前优化服务，
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 记者 刘伟 摄

□记者 韩志刚 王松涛 通讯员 贾美静

本报讯 “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志愿者及时发现，
我母亲的情况真不敢想象……”7 月 7 日下午，独居老
人赵洪美的儿子段某在电话中向川汇区小桥街道富民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
83 岁的赵洪美老人是富民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

社区支部书记张秋影带领网格员、社工多次入户走访，
为赵洪美老人建立健康档案，详细记录老人的病情。

7 月 7 日，志愿者侯逸菲、程帅斌送餐时，敏锐地
发现赵洪美老人声音虚弱，还不停地擦汗。他们果断进
屋，开启空调降温，同时紧急联系其子段某，直至老人
送医且病情稳定后才放心。 从发现老人异常到处置妥
当，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守护了老人的生命安全。

据介绍，富民社区将独居老人的安全置于首位，通
过常态走访建立动态档案， 定期培训提升志愿者应急
能力。 张秋影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强化培训、细化流
程，精准捕捉老人需求，让人文关怀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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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俊豫

本报讯 盛夏时节，草木葱茏；万亩龙湖，荷花
飘香。 7 月 9 日晚，淮阳伏羲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以
“荷香四溢·醉美周口” 为主题的第四届周口荷花
节暨文旅消费季在此盛大开幕。

第四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由周口市人

民政府主办，周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阳区人
民政府承办，为期一个月。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伏羲圣迹图邮票、纪念
封首发式。 简朴而热烈的启动仪式结束后，文艺演
出随即登场。 歌舞《莲颂》、情景剧《平粮台的千年
回响》、歌曲《跟着党一起大步走》、情景舞剧《东门
之■+月出+泽陂》、青春歌舞剧《流行国潮串烧》、
戏曲联唱《潮起河南》、歌舞《淮阳在等你》等精彩纷
呈的节目依次上演， 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展
示了周口文旅发展的新成就，展现了周口人拼搏进
取创造美好生活的良好风貌。

一荷延续三千年，万亩龙湖今更艳。 从《诗经》
中走来的周口龙湖荷花历史悠久，自商周以来，数
千年生生不息，与洛阳牡丹、开封菊花、南阳月季、
许昌蜡梅并称“老家河南·五朵金花”，被誉为“神
州第一荷”。

2022 年， 周口荷花节被列入省级节庆活动目
录。 自此，淮阳区立足荷花自然风光和伏羲文化人
文优势， 大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主动融入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塑造，进一步完善了龙
湖基础设施，提升改造了精品荷花苑，建设了葫芦
岛，增添了荷花新品种，全力将荷花节打造成“道德
名城·魅力周口”的一张亮丽名片。

第四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以习近平文

化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持续扩大周口荷花节知名度、影响力，推动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本届荷花节除举办启动仪式
及文艺演出外，还将举办国风雅韵音乐会、无人机
星空秀、3D 水幕光影秀、荷花市集等，文旅消费季
亦同步开启 ，涵盖 “三苏 ”文化研学 、围棋国手竞
技、龙湖夜游、划拳擂台等一系列活动，为广大游
客带来全时段的文旅感官新体验。

眼下，淮阳万亩龙湖的荷花已进入盛开期，各
色荷花竞相绽放，湖中的野鸭悠然自得。 “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
行白鹭上青天”的动人画面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
巨大的夏日荷塘美景图。

花已开，待君来。 在第四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
消费季期间，广大游客不仅能感受古城淮阳的荷香
水韵，还能品尝地道的周口美食，感受当地浓郁的
民俗风情，共赴一场文旅盛宴。

盛夏至 荷飘香

第四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开幕

□记者 金月全 文/图

本报讯 7 月 6 日，扶沟荆芥登上央视《新闻直播
间》，让扶沟荆芥走进全国观众视野，为全国消暑美食
增添亮色。

当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以《全国
消暑美食大赏 ：荆芥 、折耳根 、酿菜……你 pick 哪一
味？ 》为题，向全国观众推荐了荆芥、折耳根、酿菜、“木
莲冻”、石斛花果冻等消夏美食。

7 月 7 日上午， 记者走进扶沟县练寺镇张店行政
村的蔬菜大棚里，郁郁葱葱的荆芥长势喜人，菜农们正
在紧张地采收、扎把、打包、过称、装箱，一派繁忙景象。
“现在正是荆芥的生长旺季，它的生长期比较短，从播
种到上市 25 天左右，一亩地产量能到三四千斤。 ”蔬菜
种植户刘学灿说。

近年来，扶沟县坚持园区化发展思路和 “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科技支撑、群众参与”原则，

按照“一园三区十小镇”的产业布局，大力推行“大集
群+合作社+小农户”发展模式，推动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努力把“小菜篮”变成县域大产业、群众致富“金饭碗”。

练寺镇是扶沟县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是“一
园三区十小镇”产业布局中的荆芥种植主产区，被誉为
“荆芥小镇”。进入夏季，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荆芥从这里
运往国内部分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场。 而张店行政村是
该镇主要的荆芥生产基地。

张店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位明利告诉记者， 荆芥种
植已经成为该村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品质优良的
荆芥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郑州等城市，深
受客户喜爱。据初步估算，仅此一项就可为当地农民增
加收入 70 多万元。

目前，扶沟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52 万亩，其中设施
蔬菜 18 万亩、露地蔬菜 34 万亩，年产蔬菜 270 万吨，
从业人员 12.36 万人，产值 46 亿元，蔬菜种植呈现规模
扩大、质效齐升的良好局面。

扶沟荆芥登上央视《新闻直播间》

富民社区织密独居老人关爱网

避暑“充电”好去处

刘学灿（（左一））和蔬菜种植户们查看荆芥长势。。

群众反映：十秒绿灯通行难
栏目反馈：高效处置路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