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梦丽
2020年9月的一天，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妈妈家，

趁着双休日团聚一下。一下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原
来是楼下的垃圾桶满了，垃圾桶周围都是一袋袋的生活
垃圾，一阵阵恶臭袭来。听妈妈说，小区里的垃圾桶早
就坏了，没人修整，也没有人更换。一个多月了，住户
们每天出门都是带着垃圾，到小区外找一个有垃圾桶的
地方扔掉，特别不方便。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陪妈妈一起去外面扔垃圾，
刚走到楼下，就发现楼道口外面放着一黑一绿两个大垃
圾桶。正疑惑时，我看见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和六七
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志愿者服装，正从一辆卡车上
小心翼翼地往下卸垃圾桶。这时，只听有人喊道：“她
姥姥，你不用带着垃圾出门了，咱们小区有垃圾桶
了！”我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邻居在和我们说话，妈
妈随口说：“真好，真好！再也不用掂着垃圾乱找垃圾
桶了。”说着话，我把手里拎着的垃圾袋放进黑色垃圾
桶里，继续往大路上走。

拐过弯儿，到了南北大路上，看到小区里来了很多
志愿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穿着志愿者服装，
红黄搭配，格外抢眼。他们有的在打扫路面卫生，有的在

草坪里捡拾垃圾，有的在清除墙上的小广告，有的在清
理路边堆放的杂物，有的在解下树上乱扯的绳子……

走着看着，看着想着，快到小区门口时，我突然意
识到自己也应该做些什么，于是转身返回，向四五名正
在清理楼道杂物的志愿者说了声：“谢谢，麻烦你们
了！”我加快脚步上楼，叫上正在玩耍的侄女，和志愿
者一起清理楼道垃圾和杂物。不到半个小时，整个楼道
的住户都参与到清理杂物的队伍中。认识的不认识的，
手一伸“我来抬”；熟悉的不熟悉的，手一抬“你歇
歇”。不分你我他，不论上下楼，大家好像就是一家
人，彼此联手、相互帮忙。

不知不觉，时近中午，楼道里的杂物全部被清理运
走。楼道干干净净了，每个人却是灰头土脸的，相视一
笑，挥手再见。

午饭后两点，住户们不约而同地又下楼了，带着各
式各样的工具，清理楼前自家的“小菜园”，拔掉蔬
菜，整好土地，把“小菜园”自留地归还于“公家”，
再和志愿者一道栽种上花草……

那个双休日，虽然身体没有得到放松，全家人没有
好好享受美食，但我们心里都很欣慰，好像被清理过的
楼道一样干干净净的，心里敞亮了许多。

旧貌换新颜旧貌换新颜

■漯河市实验小学 刘 颖
我是一片梧桐树叶子，和无数片树叶一样，于莺歌燕舞的春

天初露嫩芽，于生机勃勃的夏日生长繁茂，于深秋渐渐枯黄，于
冬日回归大地的怀抱。

当我还是嫩嫩的小芽、视线不足以张望这个城市的时候，就
听到偶尔飞落在枝头栖息的鸟儿对这个城市的抱怨——有的抱怨
空中的雾霾很容易让它们迷失方向，有的抱怨工厂的烟囱喷出来
的浓烟染黑了它们的羽毛，有的鸟儿甚至还对我说：“小不点儿，
等你变得枯黄脆弱，你的命运就是和其他树叶一样，落在脏乱的
路上任路人践踏，也有可能飘到污浊的水沟里，和街边腐烂的垃
圾躺在一起。”小小的我听了它们的话，多了一些对这个城市的恐
惧。

等再长大一些，我透过树枝的缝隙看到这个城市的容貌：栋
栋高楼耸立在我的身旁，宽阔的马路两旁排列着很多和我们一样
的梧桐树，天空湛蓝如洗。幼小的我贪婪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吮吸着城市的空气，空气并不似鸟儿说的那样污浊，反而带着一
丝丝香甜。我低头望去，一辆大车身上背着一个“大烟囱”驶
来，“大烟囱”正向空中喷射着烟雾。这莫不是鸟儿们说的染黑它
们羽毛的烟囱？我赶紧低下头蜷缩起来。可是，迎接我的好像并
不是呛鼻的浓烟，而是丝丝清凉的水珠。身边的叶子告诉我，这
是“洒水车”，它向空中喷射的烟雾，是抑制扬尘的水雾。

我在凌晨的微光中醒来，天刚蒙蒙亮，这个城市还没有完全
苏醒，街上偶尔驶过几辆车。我在微风中舒展开叶片，大口呼吸
着新鲜的空气。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长大了不少，翠绿且饱满。背
着“大烟囱”的洒水车已经开始工作，空气中遍布着水汽，路面
也是湿漉漉的，不给灰尘飞扬跋扈的机会。我看到路口有交警整
装以待，疏导交通。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这个城市的时候，路上的车辆与行
人也逐渐多起来，我在高高的枝头看到了上学路上的小学生，他
们背着装满书本的书包，脸上充满朝气与活力，扎着羊角辫的小
姑娘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向路边的警察喊“叔叔好”——那是我听
过最好听的声音。后来，这条路上多了一些红色的身影，他们有
时站在路口疏导交通，车辆在他们手中小红旗的挥舞下顺畅有
序；他们有时在街道上捡拾垃圾，洁净着城市美丽的容颜——人
们把他们叫作“志愿者”。

秋天如期来临，我换上了金黄色的外衣，也偶尔会有南飞的
鸟儿在树枝上短暂停留，它们无一例外地议论着这个城市的焕然
一新——再也没有因为雾霾迷失方向，洁净的空气让它们的羽毛
更加艳丽，它们说小城在创建文明城市……

当清晨的风越来越凉，当身边的同伴越来越少，
我知道，我到了要和这个城市分别的时候。寒风裹起
我的身体，把我带离了大树妈妈的怀抱，
我和冬天的第一片雪花一起飘落到了大地
上。我恰巧落在了冬青树的枝叶下，而我
的那些同伴，在还没来得及被行人踩踏前，就已
被环卫工人收集到了布袋里。

我被一只柔软的小手捡起，是那个扎着羊角辫
的小姑娘。她对着阳光欣赏我身上橙黄色的花纹，
亲切地称呼我为“金色的小巴掌”，把我小心翼翼
地夹在了课本中。躺在课本中的我
做了一个梦，梦到我飘到空中，俯
瞰这个叫“漯河”的城市。我看到
水城相依，看到霓虹闪烁，看到街
道整洁，看到人们和善友好……

我是一片树叶我是一片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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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实验小学 华 琳
创文，让生活更美好。
自漯河市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以来，

不同行业的人积极响应号召，投身到“美丽漯河 共同缔造”工作
中。

创文是什么？
市民说：管住自己的嘴，不随地吐痰、不说脏话粗话；管住

自己的手，不乱扔杂物，不损坏公共设施；管住自己的腿，不违
反交通规则，不践踏绿地草坪。学生说：爱学习、懂礼貌，帮助
他人；不乱扔垃圾，不乱丢纸屑，不攀折花草，不随地吐痰。警
察说：不论白天黑夜，还是风霜雨雪，只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志愿者说：为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抱以尊重和微笑。驾驶员
说：低碳出行，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不闯红灯，
为创文增光添彩。环卫工人说：尽职尽责，保持城市卫生整洁。
私营业主说：每天让顾客吃上最新鲜的蔬菜水果，服从市政管
理，保障食品安全……

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创文做着不同的注解，每个人都
在用自己的努力为漯河创文贡献力量。随处可见交警们身穿制服
站在路口指挥交通，确保道路交通秩序井然；随处可见志愿者们
身穿红马甲，主动捡拾路上的垃圾、烟头，擦洗城市“家具”，为
城市“美容瘦身”；随处可见斑马线前车辆礼让行人，路人弯腰拾
起地上纸屑，公交车上主动为老弱病残孕让座等文明现象。

“漫步在漯河，扑面而来的不仅有新鲜的空气，更有文明新
风……”如今，不少漯河人感受到，自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以来，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让百姓生活更美
好。为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漯河
市全力打造城市新景观，推进城市园林、道路绿化、城市文化景
观等的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步一景的城市格局。城市生态环境和
人居环境的不断优化，为创文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市监管与整治不断提升的同时，漯河还大力推进各大场馆
配套建设，精心打造文化展馆和优秀传统文化展演等一批文化展
示平台，有效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愿文明之风历久弥新，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创文，让生活更美好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郭迎华
九千年贾湖骨笛的绵长绝响源自鹤骨，而今沙澧河畔

再一次迎来了诗经的美景：“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
潜在渊，或在于渚。”这是生态宜居名城漯河生态文明建
设的最好印证。

驻足河畔，看两河之水碧波荡漾、滚滚东流，秋日的
红枫广场枫叶欲燃、雪菊绽放、丹桂飘香，漯河迎来了一
年中最令人心醉的时节。在这美不胜收的景色里，一个个

“红马甲”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宣传条例，尊老敬
老，义务劳动，扮靓家园，他们用勤劳和智慧、用爱心和
付出，让漯河之美融合着文明之美、奉献之美，带动、感
染着每一个漯河人讲文明、树新风、比奉献，涓涓细流汇
聚成磅礴的力量，推动着文明漯河的专列呼啸前行。

在漯河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漫漫征程上，党建引领，
党员先锋，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动员起来，一个个对口帮扶
党组织行动起来，社区唱主角，群众当演员，“三无”小
区的老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把小区德高望重、热心公益、
乐于奉献的热心居民聚集起来，以党小组的名义组织起
来，解决小区事务无人管的难题。“三无”小区广泛加强
自治管理的同时，漯河全面启动党建引领“三无”楼院治
理活动。大力推行“一联四帮”制度，市直、区直部门
994个党支部对老旧小区、楼院进行“一对一”帮扶，除
帮助小区改善卫生环境外，还利用节假日开展其他活动。
近千个帮扶小组让小区创文氛围愈发浓厚，让小区道路愈
发平坦，让小区路灯更亮、院内更洁净，并对鳏寡孤独对
象定期帮扶，真正让社区变成了温馨的家。

召陵是当年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会盟之地，悠久的历史
和周礼的传承让召陵这一方热土绽放文明之光。天桥义工
就是这文明之光里的一颗耀眼明珠。周末，不少人还在睡
梦中的时候，天桥义工已经开始忙碌了，他们搬桌椅、拿
工具，义诊、理发、维修、清扫垃圾……这都是每周六上
午要做的工作。为居民义务磨刀也是他们新开展的一项志
愿服务活动，受到不少群众欢迎。

文明重在宣传，让文明之风深入人心。我们养了一
只“啄木鸟”，这是漯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随手拍”活
动。市文明创建部门鼓励群众拿起相机、手机，记录身
边的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随手拍完上传曝光，即
可反馈给相关部门及时解决。成百上千的市民参与其
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传播迅速、受众面广和互动性强
的特点，完善线索征集、问题发布、责任告知、整改反
馈、督察督办闭环工作机制，推动相关部门及时抓好问
题的整改落实。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整个太阳的光辉。红枫广场、“三
无”小区、天桥义工、“啄木鸟”……这些虽然是文明漯
河的一角，但映衬出的是文明漯河的全貌。文明城市创建
实则是创人。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需要市民长期自觉的
坚持，如此，我们的城市才会变成一个文明有序、友爱和
谐的美丽家园。

文明沙澧一抹红文明沙澧一抹红

■漯河二中 舒连会
金秋时节，行走在蜿蜒悠长的沙澧河畔，和风拂面，

红枫耀眼，银杏微黄，入眼皆是这座城市属于这个季节的
美景。与醉人的景色相得益彰的，是人们正以不同的方式
来饱览美景、亲近自然，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为拥有“双河汇城”自然景观的一座北方城市，近
年来，漯河充分发挥“河”的优势，做足“水”的文章，
相继开发出沙澧河风景区、幸福渠、小南湖等水系项目，
使漯河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座生态宜居水城。在“以水润
城、以绿荫城”城市设计理念的实施下，城市环境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借着创建文明城市的东风，“以文化
城、以业兴城”的建设理念也得到践行，文明的种子开始
在这座水城播撒，并最终绽放绚丽的花朵。

水城绽放文明花，一枝一叶总关情。文明承载着一座
城市的光荣和梦想，也凝结着286万漯河人的幸福和未
来。因此，创建文明城市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更是普通
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浇开文明之花，无数志愿者穿
上红马甲，付出汗水和智慧、热情和微笑、奉献和包容，
演绎出了一曲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华美乐章！在创文的
功劳簿上，一抹抹志愿红温暖了无数人的创文记忆——

路口的文明劝导员配合交警，不畏风雨，维护交通秩
序，疏通城市“筋脉”，才使得公共秩序不断优化；志愿
者不辞劳苦，一次次弯腰垂首，清洁环境，宣传引导，维
护秩序，才使得市场环境得到改善；社区文明宣传员以身
作则，清洁家园，登门入户，大力宣传创文知识，参与社
区文化建设，才使得文化环境积极向上——出现了人人争
当志愿者，人人投身公益事业，用一言一行传播文明之花
的良好社会风尚。

如今的漯河，天蓝、地绿、水清、城美、人和，漯河
人正用创文的彩笔，逐渐把这些之前不敢想象的景象描绘
成现实。奋发向上的漯河人，正充满着自信与自豪，不断
地书写着这座城市新的华章。

水城绽放文明花

■漯河小学 成素红
漯河，曾经的螺湾小镇，如今的食品名城。清澈碧

绿的沙澧河在城中交汇，像两条玉带，把这座美丽的小
城联结。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倒映在秀水之中，每当璀
璨的灯光亮起，这座城市恍若一座不夜城。

作为一名普通的漯河建设者，我参与并见证了这座
城市创文三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
喜人的累累硕果。

花事不断，四季景异。当第一缕春光初现，大片大
片鹅黄的迎春花便在晨曦中报到，沙澧河岸边氤氲着迎
春花的芳香。拂堤杨柳醉春烟，柔柔翠柳之下，早起的
仍是辛勤的环卫工，他们身穿橘红色的工作服，装点着
早春的美丽。春日的迎春花、海棠树、夹竹桃，夏日的
芍药、月季、玫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在绿树掩
映之下，荷塘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当笑声点燃了四面风，当花事不断演绎着四季
之美，当赏花人流连在花丛中、陶醉在美景里，我们感
受到的不仅是四季之美，还有城市之美。

交通顺畅，四通八达。说起漯河的交通，那是真的

便利。高铁在西站呼啸而过，动车在东城穿城而行，城
市里公交纵横，站点遍布大街小巷。城市公交大部分是
绿色无污染汽车，夏有空调，冬有暖气。乘客上下车排
队、相互让座，车长与乘客相互问好，多么文明和谐！

街道整洁，秩序井然。清晨，当你还睡意蒙眬时，
每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已经有志愿者在值勤了，他们和交
警一起指挥车辆行人安全通过路口。鲜红的志愿者服
装、亮眼的小红帽、鲜红的指挥旗帜，成为每个交通路
口亮丽的风景线；在学校门口，上学、放学时段是最容
易拥堵的，这里也有家长志愿者们繁忙的身影。

百姓和谐，宜居安康。在这蓝天白云之下，在这碧
波荡漾之间，看看漯河人有多么热爱生活，看看漯河人
是怎么享受创文成果的吧！看吧，听吧！无论是清晨、
中午还是晚上，这里有人跑步，那里有人打球；台阶上

许多人在排练大合唱，草坪上有年轻伴侣扶
着学步车在教孩子学走路；悠闲的人们在唱
着家乡戏，爱读书的孩子在朗诵经典国学；
爱美的大妈们穿着漂亮的服装拍照，也有不
善言辞的大叔在默默打着太极拳……

尽享创文成果

■漯河小学 贺广丽
沙澧河畔的明珠——漯河，因为创文而焕发勃勃生

机。这一路走来，既有一排排坚实而沉稳的脚印，也有一
串串奋斗的汗水和泪水；这一路走来，我们的家园换了新
颜，生活更加美好幸福。市容市貌变得整洁美观，城市建
设水平不断提升，市民的精神文明素养越来越高，志愿爱
心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街头巷尾的文明行为也越来越多。

生活在漯河，这是一座特别宜居的城市。晨光初现，
路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了，这个时候，去沙澧河畔看看吧！
那里是最有生机的地方。沿着河堤，有曲曲折折的小径，也
有宽阔平坦的跑道，路的周围有绿柳拂堤，有枫林美景，也
有各色花草。到处是晨起运动的人们，有的三五成群打着
太极拳，有的三三两两在河边跑步，还有的在结伴散

步……不管在哪个季节，你都能感受到它的朝气蓬勃。
工作在漯河，我感受到了奋发图强的精神。充实的生

活从忙碌的工作开始，忙碌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富足，也
让我们的人生更有价值。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热情满满、硕果累累。在这里，爱岗敬业不是空话，诚信
友善是最基本的人情。特别是疫情期间，那些迎难而上的
最美逆行者让我收获了更多感动。

学习在漯河，我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劲头。学习的过
程有无限的乐趣，无论风华正茂的学生，还是资深的职场
人士或是退休老人，他们都有对学习的追求。逛书店看书
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图书馆成了人们闲暇时爱去的地
方。作为“许慎故里”的漯河，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漯
河人民更是养成了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习惯。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我看到了创文给漯河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
化：教师队伍建设得越来越好，校园环境更加干净舒适，
学生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今天的漯河城，有着奋发向上的活力，也有着安居乐
业的幸福，而这也正是古人所向往的生活画面。早在两千
多年前，孔子跟几位学生畅谈理想，其中一人说，人生的
美好莫过于在春日傍晚和几个友人带着孩子们到水边游
玩，之后踏歌还家。听了学生的描绘，孔子发出了“吾与
点也”的感慨。这是孔子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中对安居生活
的向往与憧憬。如今，在中华大地，在沙澧河畔，孔子所
追求的生活早已变成现实。

春和景明漯河城，安居乐业漯河人。创文，让漯河成
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春和景明漯河城 安居乐业漯河人

日出东方 左小正摄于太行山路沙河桥

自新一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全市上下
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始终把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

作为根本遵循，锲而不舍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极大增强了市民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为展示创建成果，激励全市上下立足新起点，巩固深化创建成
果，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文明城市，2020年10月，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创文办、市社科联、市文联、漯河日报社联合开展
了《“创文，让生活更美好”——漯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

题征文及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日前，主办方对收集到的
文章进行了评奖，最终评出了一等奖5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若干名，现刊
发部分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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