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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路与骊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70 米路北，
商家占道经营。

黄河西路与陵园路交叉口向西约 110 米路
北，下水道堵塞。

大学路与井冈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70米路
南，井框移位。

太白山北路与沙河北堤路交叉口向北约100
米路西，健身设施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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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行动”又出发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12月15

日，漯河日报社“暖冬行动”小组联
合团市委、市慈善总会、和谐家庭幸
福基金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及
爱心商家漯河市云初服装有限公司、
漯河市淞江老百姓大药房、河南铂非
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漯河依泽商贸有
限公司、漯河市超逸安防技术有限公
司、河南畅想未来物联技术有限公
司，带着爱心物资来到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看望了4户困难家庭。

小雨（化名）今年11岁，家住姬
石镇杏树王村，父亲病逝，靠母亲打
零工维持生计。志愿者把爱心物资搬
进屋内时，小雨的母亲连声表示感谢。

12岁的小涵（化名）家住姬石镇
武庄村，父亲意外身亡，母亲改嫁，
她和妹妹由年迈多病的奶奶抚养，日
子过得较为艰难。看到这种情况，爱
心人士赵市伟现场又捐了200元钱。

姬石镇范寨村的晓博（化名）和
71岁的奶奶何凤英相依为命。晓博患
有脑瘫，生活不能自理。“大老远的，
你们带着这么多东西来了，太感谢你
们了。”何凤英感动地说。

又讯 （记者 朱 红） 12 月 15
日，市委党校、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和谐家庭幸福基金会的志愿者带
着“暖冬行动”爱心物资，到舞阳县
莲花镇吴李村看望5户困难家庭，给
他们送去关爱。

据了解，这5户困难家庭有的家
有病人，有的家里发生了意外事故，
生活都较为困难。看到志愿者冒着严
寒送来爱心物资，他们非常感动。

12月15日，市民政局、郾城区民政局联合龙塔街道社工站及市食品百货业
商会为郾城区龙塔街道金牛社区20户困难家庭送去米、面、油、春联等慰问物
资。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城市乐道让市民生活更美好 歌曲《家在漯河》引关注
■本报记者 刘净旖
近日，一首原创歌曲《家在

漯河》 在各大网络平台广为流
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银杏果香遍了沙澧岸，枫树
叶染红了漯河滩，风绿堤岸带来
芬芳安暖，雨润大地带来生机无
边……”这首歌从我市的母亲河
沙澧河优美的自然风光入手，描
绘了沙澧大地近年来围绕现代
化漯河建设，紧抓发展机遇团结
奋进的美好画卷。

记者了解到，这首歌由源汇
区文化馆吴继红作词、市音乐家

协会主席周晓东作曲，源汇区文
化馆和市音乐家协会联合推出。
歌曲曲风典雅，MV画面秀美，
表达了我市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
活和家乡的热爱。

“这首歌曲是我们源汇区文化
馆新推出的一首原创歌曲。今
年，我们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文
化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
活，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还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了群众身
边。”源汇区文化馆馆长王旭贞
说。

■文/图 本报记者 刘 丹
“我每天早晚都要来河堤锻炼身体，

呼吸新鲜空气，看看河边风景，心情非
常好。特别是建了乐道后，城市更美
了，幸福感更强了。外地朋友来了，我
也喜欢领着他们来转转。”今年69岁的
芦先生家住市区黄河路建委家属院，他
告诉记者，每天沿着河堤乐道锻炼已经
成为他的习惯。

乐道建设，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一
头连着民生福祉。2021年，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我市启动乐道建设，并连
续两年把乐道建设列入市定民生实事强
力推进，精心描绘城市建设“工笔
画”，提升城市品质，持续为群众幸福

“加码”。目前，全市累计建成乐道693
公里，共投入资金2.3亿元。其中，滨
水乐道591公里、街区乐道72公里、绿
廊乐道30公里。乐道建设得到了群众的
广泛赞誉，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
增强。到 2025 年底，我市规划建成
1000公里以上覆盖漯河市全域的乐道系
统。

乐道自建设之初就明确了“打造城
市慢行系统，方便群众绿色出行，提升
城市品位”的项目定位。经市委、市政
府深入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各县
区、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我市高起点
高标准规划设计，确定乐道建设规划与
森林城市暨生态绿城规划、生态水系暨

“四水同治”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城市“双修”规划等相结合，实施

中以滨水乐道为主，注重点与线的串
联，沿线建设休闲驿站，将各个乐道连
接成网，加强乐道和游园互联互通，密
切城市和郊野的关系，因地制宜建设城
区乐道和郊野乐道，推动乡村游、景点
游、生态游、健身游，实现城乡融合协
调发展。

在统一编号、统一标识、统一色
彩、统一铺装的基础上，我市根据不同
的乐道类型因地制宜进行设计，把游
园、公园、绿道、休闲驿站等各类要素
串联起来，并配套建设导视系统、乐道

APP 等，努力打造有绿道走、有风景
看、有驿站停、有文化范儿的城市慢行
网络。

“我市的乐道建设以‘一中心、四区
域’（‘一中心’为沙澧河风景区，‘四
区域’为西城区环城水系、郾城区幸福
渠生态水系、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两河
四湖水系、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龙河水
系）为重点，集生态、休闲、健身、观
光、娱乐于一体，通过滨水乐道、郊野
乐道、绿廊乐道、街区乐道连线成网、
互联互通，将水系与景观相互串联、融

为一体，展现水韵漯河‘水在城中、城
在林中、林在水中、人在画中’的独特
魅力。”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说。

如今，城市乐道在市区随处可见。
漫步在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附近的幸福
渠乐道，只见流水潺潺、芦苇摇曳，一
条条彩色“乐道”镶嵌在游园里，为冬
日的游园增添了诗情画意。“乐道上走
一走，看着满园美景，大口呼吸新鲜空
气，感觉太棒了！”正在散步的市民王
女士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下这美好的瞬
间。

12月14日，市民在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附近的幸福渠乐道散步。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近日，记者从源汇区人民法院获

悉，冯某向朋友借钱不还，被讼至法院
后仍不履行还款义务。法院依法将其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

2018年12月，冯某向朋友丁某借款

10万元。双方约定了还款时间及利息后，
丁某通过银行卡转账将钱转给了冯某，冯
某向丁某出具借条一份。2020年、2021

年，在丁某的多次催要下，冯某分两次共
归还3万元。剩余借款和利息，虽然丁某
多次催要，但冯某一直没有归还。

2022年7月，丁某将冯某诉至源汇
区人民法院。源汇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了调解。最终，
原告、被告达成一致意见，法院出具了
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写明冯某可以分期
还款，并对每期还款数进行了明确。

民事调解书送达后，冯某未按上述
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丁某遂向源汇
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立
案受理。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冯某
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
项规定的情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决
定将冯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
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借钱不还被纳入失信名单

边巧云，女，汉族，1968年
4月生，商丘市民权县庄子镇边庄
村村民。

边巧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丈夫精明能干，儿子品
学兼优，老人通情达理。2015
年，丈夫的猝然离世改变了这一
切。丈夫不仅留下了50余万元的
外债，还有两个未成家的儿子、
一个正在上学的侄女和耄耋之年
的公婆。她强忍悲痛，用柔弱的
肩膀扛起了儿子成家、侄女上
学、伺候老人的重担。

面对巨额外债，边巧云咬
紧牙关，勤俭持家，努力偿
还。“欠别人的得还”成为困境
中边巧云坚守的信念。她不放
弃任何挣钱的机会，一有时间
就去附近村庄给农户帮忙，喷
农药、拔草……忙碌一天只能
挣几十元钱，但她却说：“多还
一分身上少一分，早一天还完
债早一天轻松，别人挣钱也不
容易。”

2016年，边巧云把小儿子十

几万元的复员安置费拿去偿还外
债。她语重心长地跟儿子解释：

“咱家是普通农民之家，欠的债都
是乡里乡亲的，钱没有了可以再
挣，但是诚信不能没有，人情不
能没有。”

由于弟弟早逝，弟媳改嫁，
边巧云担起了照料侄女的责任。
她经常这样教育侄女：“咱们家境
不好，生活上能省就省，不和别
人比吃比穿，困难终究会过去
的，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考上大
学奔个好前程。大娘没有女儿，
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随着公婆年龄的增长，身体
每况愈下，公公经常卧病在床。
2018年春节前，公公再次住院，
陷入昏迷。边巧云守在公公床前
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当公公再次
睁开眼睛，看到守在身边的儿媳
时，他哽咽无语，泪流满面。

2018 年 12 月，边巧云荣登
“中国好人榜”。2019年1月，边
巧云荣登“河南好人榜”。

据河南文明网

12月14日，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愿者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12月13日，工作人员在沙澧河风景区维修景观灯。连日来，市沙
澧河建管委安排人员对景区存在问题的景观灯进行维修、更换。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边巧云：诚信孝亲传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