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黄佳

本报讯 4 月 26 日， 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
妇联、市文联共同主办，市图书馆、市文学艺术院、市
美术馆承办的 2025 周口市第三届“少年领读人”荐书
大赛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以“书香飘万家，阅启新征程”为主题，25
名“少年领读人”推荐了红色书籍《国之脊梁》《红岩》，世
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经》
《三国演义》等，体现了选手优秀的阅读素养和思辨能力。

今年大赛还特增设外景题答题环节，“三皇”分别

是哪三位？“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是哪部文学作品当
中的诗句？ “陈蔡绝粮，弦歌不辍。 ”是哪位圣贤的经
历？ 3 道外景题选取淮阳太昊陵、龙湖、弦歌台为拍摄
地点，以周口文化地标、文物资源为拍摄内容，旨在提
升青少年对周口文化资源的关注和热爱。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张银芳表
示，文明的传承，伟大的创造，都离不开书籍，而获得超
越个人阅历局限的认知，涵养高尚的人格节操，更离不
开阅读。 本次活动为我市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读书、交流
的平台，也为我市推广全民阅读、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建
设书香周口注入了力量。

□记者 刘猛 文/图

本报讯 为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革命精神，4 月
22 日， 周口市网约车司机之家组织优秀网约车司机
代表走进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开启了一场意义非凡
的红色之旅。

在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全体党员司机庄严地举
起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
纪念馆中，也回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再次坚定了服
务广大乘客的初心。 参观结束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沟
通，司机纷纷分享自己的参观心得。

司机王师傅感慨道：“革命先辈们在那么艰难的
条件下都能坚持斗争，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后，我一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服
务每一位乘客。 ”司机李师傅也表示：“红色精神是我
们宝贵的财富， 我要把这种精神融入到行车服务中，
为乘客提供更安全、更贴心的出行体验 。 ”

������4 月 24 日，施工人员在周口港小集作业区施工现场作业。 据了解，周口港小集作业区是河南省内河航运
“11246”工程的龙头项目，该作业区规划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为中原和西北地区提供专业化集装箱运输服务，
定位为立足国内、服务西北、面向世界的专业化集装箱水陆联运枢纽型作业区，同时也是周口港与东部沿海
港口协同发展的核心作业区。 记者 杜营营 摄

□记者 韩志刚 王松涛

夜幕下的中心城区五一路商业街灯火通明，一支
身着反光马甲的巡逻队伍穿梭在熙攘人群中。他们时
而提醒商户规范经营， 时而向市民宣传安全知识，臂
间的红袖章在霓虹灯映照下格外醒目。

他们不是专职安保人员，而是由社区干部、民警、
网格员和志愿者等组成的义务巡逻队。每天 19 时许，
这些“平安管家”准时上岗，用脚步丈量平安、用行动
温暖人心。

陈州街回族街道地处中心城区核心区， 辖区内不
仅机关单位林立，商业网点更是密集分布，特别是五一
文化广场周边，每到夜晚总是人流如织。面对复杂的社
会治安形势，该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以构建义务夜巡队伍为抓手，发动社
会力量参与群防群治，为社区治理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截至目前，该街道已组建 9支专业化巡逻队，每支
队伍不少于 5 人，配备巡逻车、强光手电等装备，采取

“步巡+车巡”模式，重点巡查五一路、六一路、滨河路等
人流密集区域，每晚巡逻时长超过 3小时。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要像绣花一样。 ”该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李振中介绍，巡逻队建立“即查即改+分
级处置”工作机制，对占道经营、消防通道堵塞等问
题现场整改 ， 对复杂隐患实行 “发现—登记—督
办—销号”闭环管理。 今年以来累计消除飞线充电、
燃气使用不规范等安全隐患 113 处， 成功调解醉酒
纠纷、摊位争执等问题 16 起。 某超市店员李瑞仿感
慨道：“巡逻队员就像移动的‘安全岗’。 现在超市每
天凌晨打烊，我心里很踏实。 ”

该街道还创新“巡宣结合”模式，深入公园、广场、
夜市摊位等群众夜间活动频繁的场所，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安全知识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反诈、消防等宣
传资料 2.3 万份，将防范知识融入夜市烟火。

夜色渐深，这些身着反光马甲的身影依然穿梭在
街头。 在万家灯火中，巡逻队员的身影成为市民最安
心的存在，让夜晚变得更加祥和、美好。

义务夜巡守护市民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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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医养结合机构电子地图上线
首批 121家机构“掌上可查”，周口有 6家

������4 月 25 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河南省医
养结合机构电子地图近日已正式上线。首批上线的医
养结合机构共 121 家，周口有 6 家，公众可通过“健康
河南”“河南老龄健康”微信公众号的“便民服务”模块
获取机构信息，并可直接导航、咨询。

作为人口大省，截至 2024 年年底，河南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已超 2000 万人， 社会对医养服务需求较
大。然而，现有的医养结合机构存在信息分散、供需对
接低效等问题，老年人及家属常面临“找机构难、选机
构难”的困境。

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省卫生健
康委以“健康河南”建设为抓手，开发出全省医养结合
机构电子地图，旨在打通医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电子地图提供医养结合机构等级、 位置分布、特
色服务（如康复护理、失智照护等）、机构规模及实景
照片等信息，方便用户综合对比，同时提供智能导航，
一键跳转至地图导航，解决机构难找问题。

电子地图采用分层级分批次上线模式，首批上线
的 121 家机构为国家级和省级示范机构、已定级机构
或实践样板， 后续将逐步覆盖全省所有医养结合机
构，并接入“豫事办”政务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覆盖面。

对群众而言，电子地图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例
如，郑州市民张女士通过电子地图快速锁定了某省级
示范机构，实景照片和特色服务介绍都让她心动。

对医养结合机构而言，通过电子地图提升了曝光
度，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 郑州瑞阳老年病医院负责
人说：“上线后医院的咨询量明显增加，电子地图的导
航功能，也让群众能更容易找到医院。 ”

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
焦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完善电子地图中医
养结合机构的床位、人员、医保等信息，逐步开发适老
化界面、语音输入查询等功能，切实为全省老年人群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养结合服务。

（据《河南日报》）

开启红色之旅
输入“红色”血液

市第三届“少年领读人”荐书大赛举办

小集起大港

网约车司机代表参观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