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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如公民德行的阳光，它

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
谐提供润滑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
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人的交往
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制，构建起一
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
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
善、互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

一人扛起三个家的李凤彩就是
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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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澧河风景区淮河路与嵩山路交叉口附
近，设施遭破坏。

文景路与嵩山南路交叉口向东50米路南，
污水井盖破损。

珠江路与金山南路交叉口向西 60 米路北，
田田造型门前下水道堵塞。

泰山路与民主路交叉口安居工程十号楼，
下水道盖子损坏。

5.牢记食品安全五原则：食物处
理前后洗手，选择新鲜干净的食物，
加工器具保持清洁，生熟分开，食物
彻底煮熟。

6.疫情防控不能放松警惕，进出
农贸市场、商场等公共场所应坚持佩
戴口罩、配合体温测量，与他人保持
一定距离。

7.公众应坚持做好防护，尽量减
少人员聚集，保持社交距离，按要求
佩戴口罩，保护自己是对防疫最大的
贡献。

8.保持警惕不等于恐慌紧张，新
冠肺炎可防可治，无须过分恐惧。科
学防疫，不抢购、不囤积，不信谣、
不传谣。（未完）

据融安县融媒体中心

防疫知识点②

■文/本报记者 张晓甫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一方高台，几经沧桑，孕育出声名远
扬的千年古刹；一个传说，口口相传，倾
诉着忠贞不渝的人间真情……近日，记者
来到郾城区龙城镇李湾村的化身台兴国
寺，实地探访这座千年古刹。

美丽传说口口相传

沿着风景秀美的幸福渠一直向西，刚
过龙城镇镇区，就远远地看到一个红墙黄
瓦的寺庙在苍松翠柏间巍然屹立。“那个
高台就是化身台，台子上就是兴国寺。”
郾城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一会儿，记者来到化身台兴国寺，
拾阶而上。通过热情的村民介绍，一个美
丽的传说娓娓道来：很久以前，李湾村曾
有一对夫妻，结婚不满三日，丈夫就应征
去边关服役，从此杳无音信。妻子思夫心
切，每日抱石垫于脚下，以望夫归。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垫脚石头垒成高台，而
她也从青丝少女变成白发老妪，丈夫仍没
有回来，思念、痛苦的她最终绝望而死，
从此这里就叫望夫台，也叫化身台。

“这个传说歌颂了夫妻间忠贞不渝的
爱情，被广为传颂。”郾城区文化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这个高高的土台
上极目远眺，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据介
绍，化身台高8.3米，东西宽180米，南
北长130米，面积约23400平方米，属于

龙山文化遗址。古碑对化身台记载：“化
身台，但云其夫行于外，其妻朝暮登台望
之，心志挛凝，久而立化为石，因以名
之。化身台八方位正，五行气和，四野拱

而平，若立若陵，不圆不方，磊磊然。而
钟灵不异于灵鹫峰也。”

“化身台建造时间很久，何时建造并
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60多岁的李建国
告诉记者，这个高台上建造了兴国寺，历
经兴衰，声名远播。

高台建起千年古刹

走到台阶的尽头，一个古色古香的牌
匾赫然入目，牌匾上的“兴国寺”三个大

字苍遒有力。迎门而入，几尊佛像有序排
开，寓意着丰收和美满。说起这个建造在
化身台上的兴国寺，很多碑文历史记载，
这座千年古刹颇有名气。

据介绍，兴国寺始建隋代，后毁于兵
火。明正德元年（1506年），兴国寺整饬
更新。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再次
重修立碑，并种下一棵银杏树。兴国寺最
辉煌时“殿五楹，高五十尺，阔八十步，
弘敞深邃，伽蓝祖师之大殿广庭，方丈、
禅室、斋厨、回廊宛然一新。珠璧辉煌，
阔以重门，绕以周垣，风峰云辗之下，四
望极目，邑之胜境，甲刹也。”1959年2
月，化身台兴国寺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89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怀
下，寺庙又进行了重建，1997年正式对
外开放。兴国寺内现有天王殿、千手观音
殿、大雄宝殿等正偏殿共六座，客房、堂
斋等二十七间，总建筑面积 1667 平方
米，佛菩萨雕塑40尊，彩绘装饰600平
方米，围墙430米。2008年6月，化身台
兴国寺被列为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我市仅有的一处集古建寺院、现代
游园、人文景观、生态农林为一体的国家
2A级旅游景区。

走进兴国寺后院，几十棵碗口粗的柏
树在院子里交错分布。一株粗壮高大的银
杏树十分醒目，树枝上被游客绑上红线，
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地村民对这
棵银杏树十分推崇，一些血压高的村民来
这里捡拾银杏树叶，回去泡茶喝。银杏树
左边，几座饱经沧桑的石碑三三两两地矗
立着。“这些石碑有的是功德碑，上面刻
的都是一些捐资修建寺院人的名字；有的
石碑是关于这座寺庙的历史记载。”兴国
寺一名后勤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有这样一种人，生活越坎坷，反倒越

坚强。临颍县城关街道曹窑村的李凤彩，
就是这样的人。53岁的她，青丝中掺杂
着些许白发，说起话来语气轻柔，但是干
起活儿来特别利索。2016年、2018年兄
嫂相继去世，她照顾年迈的婆婆，为侄子
带孩子，供侄女读书，把三个家庭组成了
一个大家庭，以一己之力，为全家人撑起
一片天。

1991年，李凤彩嫁给曹窑村的曹文
涛，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因曹文涛哥哥身
体不好，嫂子左腿截肢，李凤彩主动担起
照顾公婆的责任，并经常帮哥嫂家干农

活，照顾侄子侄女。2016年、2018年兄
嫂相继去世，当时侄子刚结婚，侄女才考
上研究生。李凤彩常年在家操持，全家靠

曹文涛一人在外打工维持，日子过得并不
宽裕。但在兄嫂去世后，她还是主动承担
起照顾侄子侄女的责任。

1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李凤彩家
时，她刚安置好因病卧床的婆婆，准备到
侄子家去照看侄孙女。“抱抱，抱抱”“想
让我抱你出去玩啊，外面有点冷……”侄
孙女看到她，开心地笑起来，伸手让她

抱。2020 年，李凤彩侄媳妇生下孩子
后，她就承担起“婆婆”的责任，伺候月
子、照顾孩子。

“孩子刚满月，孩子她爸就出去打工
了。俺婶每天给我做三顿饭，帮我带孩
子。”侄媳妇倩倩说，她家和婶婶家在一
个胡同，距离500米左右。天暖和时，她
就到婶婶家吃饭。天冷了，婶婶怕孩子冻
着，在自家做完饭后，再到她家给她和女
儿做饭。如果没有婶婶，她一个人带着孩
子日子根本没法过。“在我心里，婶婶就
是我婆婆。”倩倩说。

临近中午，李凤彩放下侄孙女，回家
做饭。到家后，她先打开婆婆的房门，倒
了一杯热水，尝了下感觉水温合适后，把
婆婆从床上扶起来喝水。然后来到侄女的
房间，问她中午想吃什么。

“我妈不在后，我就搬到婶婶家，放
假回来就跟着婶婶住。”侄女曹蓉蓉告诉
记者，父母去世后，她一度有了弃学的
念头，是婶婶鼓励她安心读书。“这么多
年婶婶一直照顾我、关心我、鼓励我，
这是我继续读书的最大动力。”曹蓉蓉
说，在她和哥哥、嫂子心里，婶婶就是
妈妈。

“我的俩闺女一个上班了，一个在上
高中，平时她们都不在家。婆婆80多岁
了，有心脏病，每年都会住几次医院。今
天才从医院回来，最近又起不了床，我得
在家照顾她。小孙女才一岁，侄媳妇一个
人忙不过来，我就帮忙做做饭、带带孩
子。看着他们都过得好好的，就是我最大
的幸福。”李凤彩说。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志愿者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号，

而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作为
一名青年志愿者，我感到无比自豪。”1
月19日，面对记者采访，源汇区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李文菁这样说道。自2014年
8月参加工作起，李文菁就加入了漯河市
特殊教育学校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
加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参与‘送温暖’服务工作，进
社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到福利院照顾孤
寡老人，到银行、综合实践基地开展手语
培训，到帮扶村进行慰问，组织参加下乡
为农民分忧卖蒜活动……”当记者问及参
加过的志愿服务活动时，李文菁如数家
珍。每次活动，她都用心去做，没有任何
怨言，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截至目
前，李文菁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积达到近
600个小时。“我只是做了一名志愿者应
该做的。”李文菁说。

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教师，李文
菁对听障残疾人有着特殊的感情。有一
次，李文菁在高铁站遇到一名男子焦急地
和工作人员比画着，但对方看不明白，双

方无法交流。她走上前询问，得知男子是
聋哑人，途经漯河转车，但走错了车站。
于是，她安抚好男子情绪，又将其送到漯
河火车站。“作为一名特教老师，我特别
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想尽一己之力为他们
搭建一个桥梁。”李文菁说，为了让更多
的人了解、学习手语，方便与听障人士交
流，她利用业余时间到窗口单位和广场义
务教授手语。同时，她组织带领理发、按
摩等专业学生到福利院、敬老院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

近年来，李文菁一直关注贫困家庭学
子、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并竭尽所能帮
助他们。“这几年，文菁可没少照顾我，
待我跟亲人一样。”今年78岁、家住尚武
街的王老太说，她老伴儿十年前去世，儿
女都在外地打工，她独自生活，身体也不

好，非常不方便。2015年年初，一个偶
然机会，李文菁得知王老太情况后，开始
利用休息时间去王老太家帮忙：买菜、做
饭、刷锅洗碗、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清
洗衣物……

2020年4月的一个晚上，突发急病
的王老太向李文菁打电话求助。李文菁立
即赶过去，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住院期
间，李文菁像家人一样前去照顾。虽然很
辛苦，但看着老人身体一日日好转，李文
菁的心也慢慢踏实了。

“付出爱心，收获快乐。当看到帮助
过、服务过的人露出灿烂笑容时，我更坚
信当青年志愿者是正确的选择，也更清楚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所担负的责任。在今
后的志愿服务中，我会将爱传递给更多
人。”李文菁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之下，年夜饭吃
什么、在哪儿吃被很多家庭提上
议事日程。近日，记者走访市区
多家饭店了解到，年夜饭预订

“大战”已悄然开始。

预订“冰火两重天”

距离春节仅剩20多天，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大型酒店和饭店
的年夜饭预订已“一桌难求”，但
一些小型饭店的预订相对冷清。

1月19日，长江路一家饭店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有30
多个包间，除夕夜的房间基本预
订完了。黄山路一家饭店的老板
告诉记者，往年这时候房间都已
经预订完了，今年受疫情影响，
才预订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还有一些饭店尚未收到年夜
饭的订单。“随时可以预订包间，
到时候来就行了。”一家火锅店的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
年夜饭的订单。

记者调查发现，关于年夜饭
的预订，大部分饭店收取100元
到300元不等的订金。但为消除
消费者后顾之忧，多数饭店表示
如果不能前去就餐订金可退，或
日后消费时抵账。

提供外卖和半成品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发布的通知，为防控疫情，餐
饮行业单桌就餐人数应控制在10
人以下。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商
家转变思路，提供外卖和半成品
年夜饭。辽河路一家餐厅老板表

示，年夜饭随时可预订，顾客可
根据需求点菜付款，除夕夜他们
负责送餐到家。

此外，一些商家和线上平台
还推出半成品年夜饭。一个礼盒
套餐有6~20道菜，都是已经做好
的，买回家后冷冻在冰箱里，除
夕夜拿出来加热即食。

外出就餐如何防疫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饭店疫情
防控措施是否到位问题，1月20
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汉江路一家饭店，服务员对
每名进店客人都要查看健康码、
测量体温；每桌登记一名客人电
话和所有客人体温信息。嵩山路
一家饭店，门口有免洗洗手液，
每个房间都有消毒柜，碗筷直接
从消毒柜里取出。黄山路一家饭
店的老板表示，每桌客人走后，
他们会对桌椅喷洒消毒水，再用
清水擦洗，碗筷在专门的消毒柜
中消毒。

多名饭店老板告诉记者，现
在饭店防疫措施已经较为严格。
随着防控的不断升级，春节假
期，措施会更严格、更完善。

■见习记者 党梦琦
1月21日一早，郾城区龙塔

街道太行山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小组就开始忙碌了。

“社区居民请注意，为了您和
他人的健康……”社区工作人员
首先将音箱搬到社居委门口，“吆
喝”起防疫提醒。除在社居委门
口宣传，社区工作人员还会拉上
音箱，走遍社区每个角落，宣传
防疫知识，指导小区物业、商家
门店做好消杀工作，增强居民疫
情防控意识。

“最新数据统计出来了吗？报
一下。”社区疫情防控动态统计板
前，社居委主任李智勇询问过信
息统计上报员后，将数据一一填

上。李智勇告诉记者，这些数据
必须每天更新，方便社区实时掌
握返乡人员情况。

在外地返乡人员统计上，社
区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初步统计
由巷长、楼长负责，他们比较熟
悉自己所在区域居民情况。”李智
勇说，随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根据上报名单，挨家核实，将何
时返乡、乘坐哪些交通工具等情
况登记在册。

“除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内党
员、‘双报到’党员、志愿者也都
积极参与了进来，合力开展宣
传、排查等工作，全力加强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筑牢疫情防控社
区防线。”李智勇说。

李凤彩：一人扛起三个家

李凤彩照顾婆婆喝水。

李文菁：将爱传给更多人

高台名寺 沧桑千年

兴国寺兴国寺

疫情之下 年夜饭咋吃

排查返乡人员

1月21日，市路灯维护中心工作人员在太行山路清理遮挡路灯影响
照明的树枝。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半挂货车 违规载客
■本报记者 齐 放
通 讯 员 魏鹏洋

1月 20日上午8时 40分许，
舞阳县公安交警大队巡逻四中队
民警巡逻至240国道文峰乡路段
时，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车
斗上面坐着三个人。他们没有任
何安全防护措施，随着车的颠簸
不停抖动，一旦遇上紧急刹车或
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经询问，司机汪某从许昌鄢
陵来舞阳拉树皮，车上三人是刚
从附近招来的工人。因装货地点
就在附近，为图省事、方便卸

货，想着距离近不会有危险，他
便让三名工人坐在车斗内。

随后，民警就大货车违规载
客行为对驾驶员及乘车人员进行
批评教育，要求三人乘坐其他车
辆前往，并对汪某处以 500元、
记6分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