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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北堤与崂山路交叉口东南角，沙澧河风
景区内，宣传栏上的部分字体缺失。

柳江路与湘江西路交叉口向西约40米路北，
磷肥厂家属院1号楼3单元门前垃圾无人清理。

幸福渠路与井冈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260米
路南，垃圾桶破损。

祁山路与黄河西路交叉口向南约 30 米路
西，人行道地砖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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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嘉明
11月17日，记者走进源汇

区马路街街道交通路社区沙澧书
画院，阵阵墨香扑鼻而来，只见
书画院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书
法、绘画作品，书画家们正围着
书案热烈地交流着。

77岁的王耀先是沙澧书画
院第一任院长，不停地向记者介
绍他的山水国画。“我不知不觉
已画了50多年。虽然我年龄大
了，但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书画，
传承书画文化是我现在的主要工
作。”王耀先说。

“很感谢社区为我们提供这

么好的创作场地。沙澧书画院从
2012年发展到今天，得到了社
会各界特别是交通路社居委的大

力支持。”沙澧书画院现任院长
陶德宏说，书画院成立之初，会
员不足20人，如今越来越多的

书画爱好者加入进来。目前，书
画院有骨干会员23人，其中部
分会员是市美协会员、省美协会

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省书协
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
作研究员。现在，越来越多喜
爱书画艺术的人汇聚到这间小
屋里。2022年，活动室升级改
建后，沙澧书画院的活动举办
得更加有声有色，坚持每周五
上午集体活动，书画交流点评
和名师讲座交叉进行，得到周
边书画爱好者和居民群众的广泛
赞誉和高度认可。2023年9月，
沙澧书画院被市文联命名为首批
文艺创作研究基地。

“我一直在练硬笔书法，目
前主要练习书写方式。”居民马
女士告诉记者。“好多人刚来的
时候都是从零开始。通过自己
的坚持与不断交流，很多人进
步非常大，一些人也渐渐地找
到了自己的风格。”陶德宏
说，“沙澧书画院成立以来，
我们多次举办书画展和义写春
联等志愿服务活动，在社区举
办各类书画展及讲座 100 余场
次，展出书法、绘画作品1000
余幅。

“练习书法和绘画能静心养
性，有益于身心健康。更重要的
是，我们能通过自己热爱的笔墨
表达内心情感，讴歌新时代、新
生活。”陶德宏说。

书画家们在交流创作。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笔墨寄深情 讴歌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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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文博
传承孝道、乐于助人、和睦

邻里……对于召陵区天桥街道万
祥街社区居民李树民一家来说，
这些都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他们
家也因此成为社区居民公认的

“文明家庭”。李树民夫妻二人
说：“这得益于长辈们传下来的
好家风。”

11月20日，在滨河路沙河
景苑小区门口，记者见到了李树
民和他爱人宋贺云。两人都是老
师，言谈举止间透露着亲切、风
趣。夫妻二人带着记者从小区门
口回家途中，遇到邻居都热情地
打招呼。

到家后，夫妻二人请记者欣赏

他们的家庭相册。厚厚几本相册
包含有日常生活照、旅行照、艺
术照等，每一张都充满幸福。记
者注意到，相册中有不少他们和
老人的合影。宋贺云告诉记者：

“我们家现在有三位老人，我们每
天都要和他们视频通话。在我们
家，孝顺老人已成为传统。”

宋贺云的姥姥晚年患病，生
活上离不开人照顾。“我姥姥98
岁时离世。在她生前，我妈妈和
其他家人一直把她照顾得很
好。”宋贺云说，姥姥曾在她母
亲家住了五六年，她亲眼看到母
亲是如何照顾姥姥的，母亲的行
为对她影响很大。“我妈常说，
当你伺候父母的时候，就想想小

时候父母是咋对待你的，这样你
伺候起来就会越来越有劲。”宋
贺云说，母亲的话，她一直铭记
在心，并如母亲对待姥姥一样对
待家中的老人。每次公公来家中
居住，宋贺云总要给他改善生
活，吃、穿、用，照顾得无微不
至，公公逢人就夸她孝顺。

和妻子一样，李树民也很孝
顺。宋贺云的父亲生病，李树民
带着老人到郑州求医看病，在病
床前照料。“他照顾我爸特别上
心，人家都说他是我爸的亲儿
子。”宋贺云说，前几年，她父
母带着侄子侄女在她家中住了两
年多，丈夫不但没有任何怨言，
还对他们关爱有加。

李树民一家人在家互敬互
爱，在外古道热肠、与人为善。
帮忙拿快递、买菜、搬家具等，
都是他们常做的事情。邻居中有
一对80多岁的夫妻，儿女不在
身边，老人不会调电视频道，宋
贺云两口子就一道过去帮忙，平
日也常去老人家串门，送些好吃
的。“都是些小事情，我帮人
家，人家也帮我。我儿子小的时
候，回家时看到家里没人，就会

用对门奶奶的手机打电话，或者
去对门奶奶家吃饭、写作业。邻
里之间互帮互助都是应该的。”
说起邻里相处之道，李树民认为
就是以真诚换真诚。

李树民、宋贺云的儿子正在
上高一，在父母的影响下，他学
习刻苦，孝顺长辈，待人热忱，
是父母的骄傲。“好家风是传家
宝，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李
树民、宋贺云说。

敬老孝老传家宝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夜里那么冷，看到有人

躺在路边，我不能坐视不
管。”11月21日，回顾凌晨救
人的情景时，市民王丙炎对记
者说。

今年54岁的王丙炎在市
区嵩山路沙河桥南经营一家小
饭店。11 月 21 日凌晨 4 点
多，王丙炎去赶集买菜走到泰
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时，看到
一名男子躺在地上，便停下来
上前看看啥情况。“我还没走
过去，就听到一个路人说人没
气了。我不放心，还是走到男
子跟前呼喊他，同时拨打了
110和120。”王丙炎说。等待
救护车期间，他一直守在男子
身边，试图唤醒男子。救护车
赶到后，医护人员对男子进行
了急救。经过紧急处理，男子
苏醒过来。看到男子没有大
碍，王丙炎才放心离去。

记者了解到，这不是王丙

炎第一次做好事。今年10月
23日凌晨4点多，王丙炎走到
人民路澧河桥附近时，听到有
人喊“有人掉河里了”。他循
声望去，只见一名男子漂浮在
河面中央。来不及多想，王丙
炎一边脱衣服一边奔向河边，
跳进河里奋力游向男子，并用
尽全力将男子推到岸边。“太
遗憾了，最终没能救过来。”
王丙炎难过地说。

2020年10月，王丙炎还
在嵩山路澧河桥西成功救起一
名落水者。“当时晚上 10点
多，我在河堤骑行时，看到一
名男子将手机摔在地上，摔完
就往河里跑。我感觉不对劲，
扔下自行车就跟上去，最终把
男子从河里拉了上来。”王丙
炎说。

“救人只是举手之劳，如
果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
还会及时伸出援手。”王丙炎
说。

男子路边倒地
热心市民救助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凌晨时分，一辆电动自行车不
慎撞上路边，两人摔伤，路
政值班人员发现后迅速施救，
并将伤者送上救护车。

11 月 20 日凌晨两点左
右，一辆电动自行车在五一路
铁路道口北100米处撞上道边
石，车上两人摔倒受伤。不远
处的源汇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干西路铁路道口值班人员迅速

上前询问，并拨打120。等待
救护车时，几名路政人员拿出
值班室的医药箱为两名伤者进
行简单处理，擦拭脸上血迹。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他们又帮
忙把伤者送上救护车拉往医院
进行救治。

11月21日下午，其中一
名伤者的父亲吴先生到源汇区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向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两人不慎摔伤
路政人员施救

■本报记者 王嘉明
11月 21日下午，市民张

女士来到郾城区沙北街道海河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中心工
作人员的见证下，将一面锦旗
送到市民赵国忠手上，感谢他
拾金不昧的行为。

赵国忠家住海河小区，11
月17日中午12时左右，他在

金山路捡到了一个粉色女士手
包，包里有身份证、驾驶证、
医保卡、银行卡等物品。

“失主丢东西肯定非常着
急，我就想着赶紧把它送到失
主手中。” 赵国忠说。

随后，着急办事的赵国忠通
过郾城区政府的保安联系到了失
主张女士，并把包归还给了她。

捡到手包 物归原主
■郭勇睿
近日，商务部等5部门印发

《关于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
的通知》，将长期经营不善，甚
至已经破产、注销、倒闭，或者
丧失老字号注册商标所有权、使
用权的 55 个品牌，移出中华老
字号名录。这一消息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大家熟
悉的传统品牌被移出了中华老字
号名录，让人唏嘘不已。

中华老字号是历史悠久、世
代传承的品牌，浸润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
忆，是我国工商业发展中孕育的
金字招牌。

中华老字号作为历史文化遗
产既要守正更要创新。守正就是
要守住自身根脉，守住一脉相承
的品质和本心。老字号历经岁月
洗礼与磨砺，经过几十年甚至数
百年的市场考验，承载着几代人

的心血与智慧，很多老字号背后
都有典故和传说。同时，老字号
要想不被时代淘汰，就不能故步
自封“倚老卖老”，要在发挥品
牌优势、守住匠心内核的基础
上，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在守正中不断创新，激发出内生
动力，擦亮传承已久的金字招
牌，让承载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
化的老字号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

规律。一日老字号绝不是终身老
字号，一劳永逸只能被时代抛
弃。无论是老字号还是“新字
号”，都应把握发展机遇，树立
新理念，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
务，加强内部管理，创新发展模
式，加强品牌建设，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顺应消费升级趋
势，在坚守品牌文化和激发品牌
活力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提升老
字号品牌价值、文化内涵和形象

价值的同时，与时代接轨，与新
消费、新模式合拍。唯有这样，
老字号才能继续传承发展、历久
弥新，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焕发出崭新光彩，带动更多
的中华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中华老字号”应守正创新

11月21日，沙北街道昆仑
社区科普活动室建成并免费向
居民开放。当天上午，沙北街
道昆仑社区、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及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在
昆仑社区科普活动室开展科普
知识宣传活动，邀请专业人士
和科普志愿者，就保健、疾病
防治、交通安全等进行科普知
识宣讲，并教社区居民操作科
普室器材。

探索星空奥秘的天文望远
镜、透视微观世界的显微镜……
活动现场，居民在操作科普室器

材后发出感叹：“太神奇了！”
“太有创意了！”“真好！”

据了解，昆仑社区科普活
动室位于黄河路公路新苑小区
内，面积有50余平方米。活动
室内配备大型科普器材8件、小
型科普器材数十件，并配有科
普书籍、儿童玩具等，还绘有
大面积的科普宣传壁画。为弘
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今年以来，昆仑社区积极筹建
科普活动室，全力打造科普宣
传阵地。昆仑社区被评为2023
年省级科普示范社区。 柏红忠

沙北街道昆仑社区
科普活动室建成开放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11
月 22 日，市公交集团租赁公
司新推出了“婚礼主题”定制
公交业务，将公交车打造成浪

漫婚车，满足新人追求时尚
化、个性化婚礼需求。

当日，记者在市公交集团
一处公交场站看到，“婚礼主

题”定制公交车全身为喜庆的
粉红色，车身两侧印着“我们
结婚了”字样和新娘新郎卡通
形象。车厢内也进行了装扮，
在气球和彩带等物品的烘托
下，显得甜蜜而浪漫。

“初步核算，租赁一辆‘公
交婚车’价格为660元。从事
婚车运营的车辆是固定车辆，
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正常运行。”
市公交集团租赁公司经理万伟
介绍，此次公交车变身浪漫婚
车，标志着漯河公交正式推出

“公交婚车”服务。“公交婚
车”使用车辆是价值100多万
元的宇通纯电动公交车，可以
坐二十多人。

“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时尚潮
流，彰显个性特色，用公交车作
为婚车，一辆车就能抵一个车
队，既经济实惠又低碳环保，更
重要的是亲朋好友能一路互
动。”万伟说。

公交车变身浪漫婚车

11月22日，工作人员在打捞幸福渠（市区段）内漂浮物。
为保障河道清洁，连日来，市沙澧河建设运行保障中心组织保洁人

员对幸福渠（市区段）河道内的漂浮物进行打捞，全力保障河道水环境
质量，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变身后的公交车。 本报记者 郝河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