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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永剑 通讯员 陈征

本报讯 2 月 13 日，我市中小学生开学。 周口
市公交总公司在上下学高峰期加密运行班次、优化
调整线路，增加学校周边停靠站牌，并新增 17 辆新
能源助学公交，方便学生出行。

周口市公交总公司在中心城区现有常规线路

28 条（其中，涉及中小学区域 17 条），每日运营约
170 个班次，每条线路平均 6 个班次，间隔时间约
为 5 分钟至 35 分钟。

中心城区现有小学和幼儿园 165 所，在校生近
10 万人。 上下学高峰期易拥堵的学校为：周口市七
一路一小、周口市七一路二小、周口市六一路小学、
周口市市直幼儿园、周口市实验幼儿园、周口市闫
庄小学、周口市文昌小学。

周口市公交总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方便学
生上下学，该公司增加 36 个班次、车辆 70 台次。覆
盖中心城区多所小学（周口市闫庄小学、周口市七
一路一小、周口市七一路二小、周口市六一路小学、
周口市实验小学、周口市文昌小学、周口市建设路
实验学校、周口市作坊小学、周口市八一路二小、周
口市汉阳路学校）的 17 条线路（1 路、2 路、4A 路、
4B 路、5 路、6 路、7 路、9 路、10 路、11 路、15 路、16
路、18 路、19 路、22 路、25 路、29 路），和七一路、八
一大道、庆丰路等路段的 11 条重点线路，运行时间
为 7 时 30 分~8 时 30 分、16 时 30 分~17 时 30 分，
最短间隔时间为 8 分钟，最长间隔时间为 20 分钟。
该公司公交智能调度监控中心将密切关注各线路

运营情况，结合实际，科学、灵活、精准地调度公交
车辆。

周口市七一路二小处在中心城区车流人流密

集路段，该公司投入 6 辆新能源公交车，开通循环
线路，分散点位接送学生，解决校门口附近拥堵问
题。上学日每天 6 个班次，班次间隔 5 分钟，运行时
间为上课前 40 分钟、放学后 40 分钟，运行路线为
七一路—大庆路—交通大道—八一大道， 双向循
环，全程约 4 公里。

该公司还投入 11辆新能源公交车，对周口市中
原路小学开通“点对点”助学线路，从邵寨村与周口
大道路口、邵火庙村委会、葛湾村西口 3处乘车点发
车，至周口市中原路小学。运行时间为上学日的 7时
30分~8时、17时~17时 30分，共 22个班次。

另外，我市交通运输部门还协调教育、交警等
部门， 在学校周边候车站亭开展护学志愿服务活
动，保障和引导学生安全有序乘车，确保公交车通
行效率。 ③2

“点对点”接送“微循环”便民

市中心城区开通助学公交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李莹莹 胡钰璐 文/图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商水县行政路
上开展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宣讲活动。当日，商水街头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 文艺队队员生龙活虎的表演，增添
了浓厚的喜庆氛围；琳琅满目的花灯，吸引众多群众驻
足观看……在此欢庆时刻， 就读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
大学生宣讲员刘丹丹走上街头，以自身的经历，向群众
讲述了她眼中的乡村振兴。

“咱们今天聊聊， 如何让咱商水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宣讲中，刘丹丹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鲜活具
体的事例， 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讲述了家乡的发展变
化。 她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向群众讲述
了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 互动环节，刘丹丹结合自身

的成长故事与社会热点，与群众展开了一场热烈而深
入的探讨。

听了刘丹丹的宣讲， 一名群众动情地说：“这孩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转眼间成了一名大学生。她为家乡的
建设加油、打气，添砖加瓦，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咱商水
的希望和未来。 ”

此次元宵节大学生特色宣讲活动， 不仅为群众带
来了节日的欢乐和温暖，更让群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据介绍， 商水县委宣传部利用大学生寒假回乡的有利
时机，组织开展大学生特色宣讲活动，已有 25 名大学
生加入宣讲队伍。这些大学生宣讲员通过自己的视角，
向广大群众讲述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有力地激发了广
大群众对乡村振兴的信心和热情， 社会各界纷纷称赞
“这样的宣讲接地气”。 ③2

“这样的宣讲接地气”

2 月 12 日，几名家长带孩子看书。 新学期开学
前，我市中心城区一家书店内热闹非凡，不少读者
在这里看书、购书，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记者 杜营营 摄

打卡书店备开学

□刘猛 苑美丽

据媒体报道，除夕夜的团圆宴余温尚存，家家户
户的冰箱却已开启了超负荷模式。有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 每户家庭平均产生近两公斤的剩菜剩饭，“做
一顿吃三天”成了不少家庭的常态。

每逢年关， 置办年货、 张罗家宴是千家万户的
“重头戏”。 无论是年夜饭， 还是春节期间的各种聚
餐， 饭菜的丰盛往往被视为对节日的重视和对客人
的热情，承载着中国人最深沉的情感寄托。有些家庭
生怕丢了面子、扫了兴致，饭菜宁多勿少、宁滥毋缺，
通过摆阔、浪费来充“面子”。

有网友表示：“过年要多做一点嘛， 有时候也会
有亲朋好友过来。 除夕吃不完就初一吃、初二吃，整

个春节假期都在吃剩菜。 ”看似一句调侃的话语，却
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大家在享受富足生活的同时，
浪费现象也一定程度存在。 无怪乎有网友戏称：“所
谓年味，其实是剩菜剩饭的味。 ”

大量的剩菜剩饭食之过腻、弃之可惜，无疑造成
了食物资源的浪费。 如今，大家生活富裕了，追求更
高的生活品质无可厚非，每年都有多余的财富，也是
广大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愿望。但是，勤俭节约的传统
观念和生活习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年年有余的“余”不是剩余，而是节余。要尊重和
传承“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和文化传统，保留春节
美食丰盛的特色。 同时，要树立节约意识，避免过度
准备食物，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让“新食尚”的文明之
花在节日的餐桌上处处绽放。 ③2

年年有余的“余”不是剩余

大学生刘丹丹在宣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