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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路与金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200 米路东，
施工后未将现场清理干净。

泰山南路与银江路交叉口附近，交通信号
灯不亮。

黄河东路与桐柏山路交叉口向东约20米路
北，护栏倾斜。

个人名片

陈俊周，53岁，漯河市临颍县王岗镇人，深圳市漯河
商会会长，深圳金安能热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7月6日 星期三
编辑：李小将 校对：焦 曼 05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民生·社会

声 明
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法版权，

未经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违者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7月5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嵩山社区举办防溺水安全知识讲
座，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7月4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区志愿者到沙澧河风
景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本报记者 刘净旖
“真是太感谢您了，捡到了我

丢失的电动车。”7月5日，失主
王艳锋不停地向环卫工谢广州表
示感谢。

7月4日上午，王艳锋用机动
三轮车载着8辆电动车往邓襄镇坑
韩村送货，途经燕山路时，从车
上掉下来一辆未拆封的电动车。
幸运的是，这辆电动车被谢广州
捡到了。

“失主肯定很着急。于是，我
就在附近等失主。”谢广州说，一
直等到下班不见失主，他便将电
动车交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卫

生管理处。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卫生管

理处清扫科科长杨跃伟告诉记
者，谢广州曾多次捡到手机、
钱包、银行卡等物品，从没有
据为己有，总是想方设法归还
失主。

陈俊周：创业有成 情系家乡

环卫工捡了辆电动车

漓江路与衡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20 米路北，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7月 5日
上午，天下着小雨。上午11点，一辆
厢式货车载着晨光餐饮酒店和河南好
事婚姻介绍有限公司爱心人士捐赠的
矿泉水、方便面、毛巾和遮阳伞开到
高铁西站，慰问坚守在防疫一线的志
愿者。

爱心人士王浩然、孟磊和董宏伟来
到高铁西站出站口，把爱心物资分发到
坚守在岗位上的十多名志愿者手中。

“前些天，天热难耐，我和朋友坐
高铁出站时，看到很多志愿者无私奉
献，汗水都浸透了衣服，很是辛苦。他
们不图名不图利，让我们深受感动。”
王浩然说，“今天我们捐赠了价值6000
多元的物资，希望能帮助他们克服一些
困难。”

“感谢爱心人士对志愿者的关心，
这批物资将全部用在一线，让志愿者在
炎炎夏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负责组
织志愿者值班的高铁西站保安队队长葛
团结说。

爱心人士
慰问志愿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张俊霞
“月湾湖社区急家长所急，开办假期

学习班，帮了我们大忙。”7月 5日上
午，把女儿送到西城区月湾湖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王先生说。在这里，他
的女儿和社区其他孩子一样，可以在返
乡大学生的陪伴下做游戏、读书、做手
工，度过一个安全又多彩的暑假。

暑假开始后，在团市委的号召组织
下，西城区团工委、西城区新城管理办
公室结合辖区孩子暑期生活的需求，积
极招募和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济困助
学”社会实践活动。目前，已有6名来
自省内外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参与暑期学
习班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信阳学院大二学生赵弘峥对记者
说：“我学的是师范专业，在这里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提前接触到孩
子，学习与他们沟通交流的技巧，使自
己的能力有所提升。”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
大学生暑期返乡的实际，团市委及早组
织，通过各级团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等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在为返

乡大学生提供良好社会实践活动平台的
同时，引导大学生服务家乡群众、为家
乡建设做贡献。目前，全市5个县区和3

个功能区团委共发布暑期大学生社会实
践项目85个。1465名大学生向基层报
到，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返漯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7月
2日晚8点，“漯河市舞台艺术送
基层”活动走进西城区阴阳赵镇
尹庄村。市豫剧团演出的优秀剧
目《慈母泪》赢得了乡亲们的喝
彩。

记者了解到，我市自6月底启
动2022年“漯河市舞台艺术送基
层”活动。市政府出资采购200场
优秀文艺节目。市豫剧团深入基层
为群众演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作为一项文化惠民活动，“漯
河市舞台艺术送基层”活动坚持
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
秀文艺作品、获得市级以上奖项
的新剧目以及经典保留剧 （节）

目送到广大农村，让人民群众共
享艺术发展成果。为了保证演出
质量，我市要求承接演出的院团
要做到演出阵容 （演员、乐队、
灯光、舞美、音响） 不少于 30
人，戏剧类节目以整场大戏为
主，杂技、曲艺类节目每场演出
时间不少于90分钟。同时，所有
演出院团在活动中悬挂“漯河市
舞台艺术送基层”宣传条幅，不
得向当地收取任何费用。

2022年“漯河市舞台艺术送
基层”活动启动以来，市豫剧团
挑选精品剧目，兵分两路，赶赴
各乡村演出。目前，市豫剧团已
分别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城
区、源汇区演出十余场大戏。

舞台艺术送基层

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做寿司。

■本报记者 张丽霞
从单枪匹马去深圳闯荡到成为在

深圳和东莞务工的漯河人的娘家人，
二十多年来，陈俊周在做强企业的同
时，始终不忘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近日，记者采访了在漯河疗养的陈俊
周。

“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家在农村的陈俊周，小时候穿衣
吃饭都成问题。一件衣服家里几个孩
子轮着穿，衣服经常是补丁摞补丁。

有一次，父亲从上海买了一卷布，给
家里每人做了件新衣服，还给村里人
分了一些。对此，陈俊周至今记忆犹
新。“当时我就立志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陈俊周说。

大学毕业后，陈俊周先在漯河市
棉纺厂当技术员，后来到漯河市物价
局工作。二十多岁的陈俊周，是个思
想活跃的小伙子。当时，他所在的市
物价局信息中心工作开展得如火如
荼。但是，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他对自
己的未来有了更多思考。

“我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93年，陈俊周怀揣梦想辞职去了深
圳。

到深圳的前两个月，陈俊周没有
挣到钱。好在有朋友和同学相助，陈
俊周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棉纺厂都面
临同样一个问题：货物积压，找不到
销路。而全国只有一个最大的销售通
道，就是香港。

在朋友的介绍下，陈俊周在罗湖
口岸一家酒店租下了一个办公场地，
做棉纺生意。

一名香港商人见陈俊周比较实
诚，值得交往，便把大部分订单都给
了他。他马不停蹄地召集山东等地的
厂商逐一下单订货。日复一日，收订
单，下订单，他的生意进展顺利。

渐渐地，陈俊周得到了越来越多
同行的信任。山东、新疆等全国各地
的棉纺厂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来。“卖不
动货就找陈总”成了当时业内的一句
流行语。他成了当地棉纺市场的调度
员，他的办公室成了棉纺厂客商的交
流中心。

“香港经济发展那么快，订单也越
来越多，不能没有自己的针织厂。”陈
俊周意识到他的事业要再上一个台阶。

于是，陈俊周立即着手买针织
机。但他发现，一台设备要几十万块
钱，如果自己购买，成本太高，很难
承受。

陈俊周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生产
不如让别人代加工。很快，他通过和
中山、清远、佛山等厂家对接，解决
了这个问题。

一番努力后，陈俊周的订单越来
越多。客商知道他有工厂，更愿意下
单给他。订单多的时候，他不得不把
订单转给周边的厂家生产。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俊周开始
思考转型。于是，他成立了深圳金安
能热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节能环
保的热电器产品。

目前，他的公司已经研发出多种
节能环保的热电器产品，大大提升了
能源利用率，符合国家产业节能的发
展趋势，产品也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寒
冷地区得到了推广应用。2020 年 9
月，他为新疆边防武警高原支队捐赠
了公司研发的超晶格壁画暖气设备。

做漯河老乡的娘家人

有过单枪匹马奋斗经历的他，知
道其中的艰辛和无助。当自身条件越
来越好后，陈俊周内心产生了一个想
法：打造一个平台，让和自己一样奋
斗在外的家乡人少走弯路。

成立深圳市漯河商会的想法，得
到了漯河市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2016年，深圳市漯河商会成立。“在深
圳和东莞的漯河人，只要找到商会，
我们都会帮忙。”陈俊周说，在深圳，
漯河商会有7个联络点。

在深圳和东莞的漯河老乡多，商
会的事情自然就多。2020 年疫情发
生后，陈俊周每天安排火车以最快的
速度往漯河运送防疫物资；每年春
节，给返乡的漯河人免费提供火车
票……

陈俊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
是，2020年一天晚上11点多，他接到
一个老乡的电话。老乡在电话中哭
诉：她的羊水破了，马上要生产，老
公着急得突发脑溢血晕倒了。陈俊周
意识到，如不及时处理，将危及三个
人的生命。他赶紧给深圳南山区人民
医院打了电话，并请求医生要全力抢
救。所幸母子平安，老公仅留下一点
后遗症。

此外，经常会有老乡遇到工伤纠
纷，商会不仅聘请律师帮助他们，还
为他们捐钱捐物。

“我虽然在外地工作，但一直心系
家乡。只要老乡需要我，我就会站出
来。”陈俊周说。

陈俊周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为了照顾母亲，她选择嫁进本村一

户人家；为公公婆婆养老送终后，她又
将母亲接到家中悉心照料……她就是郾
城区裴城镇裴城村的彭秀云。彭秀云今
年71岁，数十年来，从青丝到白发，她
用柔弱的肩膀为一家人撑起了爱的天
空，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爱的赞歌。
近日，记者采访了彭秀云。

彭秀云一岁多时，父亲撇下一家人
而去。母亲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兄妹
俩。“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和哥哥一起撑

起这个家。”彭秀云回忆，为了照顾母
亲，到了婚嫁年龄的她将择偶范围定在
本村。最终，彭秀云和同村的贺全安成
为眷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彭秀云的哥
哥意外去世。彭秀云又承担起照顾母亲
的责任。“原先是照顾三个老人，两个院

子来回跑。”彭秀云说，公公和婆婆去世
后，她和爱人一合计，决定把母亲接过
来一起生活。

彭秀云的母亲今年99岁，患阿尔茨
海默病。彭秀云照顾母亲就像照顾孩子
一样。“俺妈喜欢吃零食，夏天喜欢吃点
凉的，所以俺家没断过零食，天热了我

就买些碎碎冰放在冰箱里，给她解暑。”
彭秀云说，“母亲身边离不开人，我忙完
家务就陪着她。”

彭秀云的举动感动了乡邻。只要提
及她，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不
已。“她婆婆去世前瘫痪在床，她端屎倒
尿，现在又伺候老母亲，从没听她抱怨
过。”“老太太脾气不好，秀云从没跟她
斗过嘴，向来都是哄着。”

对于村民的称赞，彭秀云笑着说：
“没啥，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现在每天
能守在俺妈身边，我很幸福。”

彭秀云：用孝心谱写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