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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趣味的翎船捕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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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上午， 周口中心城
区沙颍河畔锣鼓喧天、 彩旗猎猎。
2025“国缘杯”周口市第十届中华
龙舟赛在中州大道桥至八一大道

桥间的碧波之上震撼开赛。 22 支
龙舟队 、300 余名健儿挥桨竞渡 ，
上万名市民齐聚河岸，共同见证这
场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水上文

化盛典。
作为沙颍河两岸改造后在中

心城区举办的首场大型水上赛事，
本届龙舟赛由周口市人民政府主

办。 龙舟竞渡千年传承，深度融合
中华传统文化与全民健身理念，承
载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民族
精神，彰显着中华儿女对自然的敬
畏与对生命的热爱。

科技感十足的水上飞人表演，
率先点燃了全场激情。表演者借助
摩托艇喷射的高压水柱， 在 20 米
高空完成 “一飞冲天”“1080 度旋

转”等高难度动作，如蛟龙入海，似
海燕掠波，引得观众阵阵惊呼。 极
具民俗特色的翎船捕鸭表演紧随

其后，彩船抛鸭、翎船竞逐，参赛者
手持月牙木钩在水中捕鸭，船只交
错、水花飞溅，重现端午民俗热闹
场景。 这项自 2015 年“复出”的传
统项目，如今已成为龙舟大赛不可
或缺的文化符号。

龙舟比赛中，县（市、区）组率
先展开 100 米直道竞速， 鼓点声、
呐喊声、 划桨声交织成激昂乐章。
桨手动作整齐， 舵手沉稳掌舵，鼓
手擂鼓助威，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
前行。

举办本届赛事，离不开多方协
同保障。 市应急管理局组织神鹰、
曙光、 蓝天 3 支救援队 30 名队员
驾驶冲锋舟巡弋水域；公安交警划
分安保责任区，实施交通管制；120
急救车与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川汇
区城管队员维持秩序；国网周口供
电公司调配应急发电车，构建“技

术+人员”双保险体系。 此外，江苏
今世缘酒业、周投地产、水岸尚品、
周口体彩分中心等众多单位慷慨

赞助，既为赛事注入了活力，又带
动了周口关帝庙历史街区消费热

潮，实现了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改造后的沙颍河两岸风光旖

旎，为赛事增添诗意底色。 观赛之
余，市民纷纷涌入周口关帝庙历史
街区。 “这几天的客流量比平时翻
了好几倍！ ”经营特色小吃店的李
老板一边忙着招待客人一边介绍，
“今天中午的热干面和炸串供不应
求。 ”文创店店主王女士深有感触
地说：“大家对带有周口元素的文
创产品特别感兴趣，不少人一次买
走四五件留作纪念。 ”一奶茶店的
工作人员兴奋地说：“5 月 30 日当
天是开店以来单日销量最高的一

天！ 我们提前备足原料，就为了迎
接这场盛会。 ”

在赛事服务细节中，温暖与关
怀无处不在。周口日报社组织志愿

者为观赛市民提供温馨服务；华遥
胡辣金汤免费为现场人员供应美

食。 周口晚报、云上周口、抖音、快
手、今日头条等融媒体平台同步直
播，让没有到场的观众能通过“云
端”感受赛事激情。

“我已连续三年观赛，今年的活
动更丰富、氛围更浓厚，还偶遇了老
朋友，一起为龙舟赛加油助威，特别
开心！ ”市民王女士高兴地说。

从民俗活动到城市品牌，周口
龙舟赛十年深耕，不仅成为弘扬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而且以 “体
育+” 模式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正如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所言：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品牌建设，
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的精品赛事，用
龙舟精神为体育周口、健康周口建
设注入澎湃动力！ ”

这场融合文化传承、全民健身
与城市发展的盛会，不仅是周口体
育事业的里程碑，更是推动周口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②3

———2025“国缘杯”周口市第十届中华龙舟赛侧记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打造特色文体品牌

停 报 通 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 〔2024〕12 号 ）精神 ， 《周口日报 》6 月 2日 （周一 ）停报 ，6 月 3 日
（周二）恢复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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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小档案 ———
王建华，周口市慈善联合总会志愿服务队队长 ，十年来

一直坚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活动。

5 月 23 日 ，在 《周口日报 》微信公众号看到周口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后，我和伙伴们十分激动，立刻
转发到朋友圈。 “创城有我”“作为周口人我骄傲”，是我们
志愿者的心声。 在十年志愿服务的生涯里，我看到了周口
一步步变得更好。

十年如一日，我始终活跃在文明交通、城市清洁等志愿
活动一线。 现在的周口，不仅“面子”干净，而且“里子”文明。
眼下，周口的道路更加畅通、街道干净整洁，绿树繁花点缀
其间，城市颜值大幅提升。 广大市民的文明意识显著增强，
文明已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约定。

记得刚做志愿者时，公交车一到站，大家都往上冲。 现
在可不一样了！ 遇到老弱病残孕，大家会主动礼让。 我至今
仍记得曾在 2 路公交车上看到的一个场景———当时， 荷花
市场还没有搬迁， 在北门站点上车的乘客非常多， 一位 70
岁左右的老大娘在等车的人群中略显艰难。 公交车到站后，
在场群众纷纷让出一条通道，让老大娘先上车。 随后，我连
忙把她扶到座位上，得知其要在纱厂站下车后，又提前提醒
她下车，并耐心询问是否知道下车后的路线。 老人紧紧握着
我的手说：“小伙子，这短短一路，我心里暖了一路！ ”

以前路上的烟头随处可见，走几步就能捡到不少。 这两
年，走很远都不一定能发现烟头。 在一次清扫街道垃圾的志
愿活动中，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捡垃圾时，突然看到不远处
的一位大哥将刚刚扔到地上的烟头捡起来掐灭后放进垃圾

桶。 我夸他觉悟高，他摆摆手说：“你们正在捡垃圾，我再乱
扔就不好意思了！ ”

有一次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也让我难以忘怀。当时，我在周口大道与
庆丰路交叉口看到一位骑电动车的大姐想闯红灯，便及时拦住了她。这位大
姐当时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头对周围的人说：“也就多等几秒，安全最
重要，无论有没有交警和志愿者，咱们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

无需提醒的文明自觉，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通过这些年不断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我从一名普通志愿者，逐渐成为践行文明的“铁杆粉丝”。 让我们
把文明的瞬间汇聚成推动城市进步的强大力量， 让每一位周口人都能在这
片土地上享受到文明带来的美好与温暖。 ②3 （记者 王晨 整理）

俯身麦垄间 担当沉甸甸
□ 王艳 乔小纳

时值仲夏， 周口千里沃野遍地
金黄。麦收，不仅是农业的时令节点，
更是锤炼党员作风、检验干部担当的
重要“考场”。 在这麦香四溢的时节，
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抢收抢种一线

淬炼为民本色， 让沉甸甸的麦穗化
作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俯下身才能闻到麦香。 丰收从
来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河南
人最懂得“麦熟一晌”的道理，天气
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农机调度
是否有力？应急抢收是否准备充分？
收购价格如何？这些问题，坐在办公
室里是想不明白的， 必须到基层一
线找答案。 只有把身子沉到田间地
头，才能让问题解决在麦垄之间。

扛重任方显担当。 麦收从来不
只是农民自己的事，而是各级党委、
政府必须扛稳抓牢的政治责任。 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每一粒麦子
都连着国家粮仓， 每一亩麦田都系
着民生根本。 各级党员干部要把夏

收夏种作为当前头等大事， 勇于担
责担重担难，精准精心精细组织，确
保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作风硬才能打胜仗。裤腿上沾满
的泥土，田埂上留下的脚印，比任何
汇报材料都更具说服力。 当前，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

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聚
焦群众在“三夏”生产中的急难愁盼
问题，多想“怎么办”、少说“不能办”，
多出“金点子”、少摆“花架子”，以过硬
作风赢得群众信任、凝聚攻坚合力。

金黄的麦浪是最厚重的底色，
群众的笑容是最真实的政绩。当三川
大地最后一粒麦子归仓，留下的不应
只是丰收的数据，更有党员干部作风
的印记。让我们以“三夏”为镜，照见
初心使命， 在广袤田野上继续书写
“粮稳天下安”的周口答卷！ ①6

开栏的话
������5月 23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市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实现“首创首成”。

为弘扬广大市民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奉献精神， 进一步
增强群众的自豪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励更多的人争做文明风尚的
守护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本报即日起推出《文明创建奉献者说》专栏，
从群众或创建亲历者的角度说感想、谈变化、看城市发展变迁，以更加
生动、有趣的方式，多维度、全方位展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效，引导
大家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携手打造
文明程度更高、市容市貌更美、社会秩序更好、人民群众更幸福宜居的
美好家园。

龙舟竞渡庆端午 沙颍河畔展风采
■ ■ ■ 详 见 第 四 版 ■ ■ ■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 （记者
古一平 胡璐）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截至 5 月 30 日 17 时，全国已收获
夏粮小麦面积 1.29 亿亩，收获进度已
过三成。 湖北、 四川及华南地区麦收
圆满收官，安徽过八成，河南过六成，
陕西过两成，江苏近一成半。

据介绍， 今年 5 月中旬以来，豫
鄂皖三省交界 10 余地市相关区域
连降暴雨 、出现旱涝急转 ，同时夏粮
小麦提早集中成熟， 夏收形势复杂、

任务艰巨。
三省积极应对强降雨不利影响，

高效组织抢收作业， 进度同比明显加
快， 在 5 月 30 日本轮强降雨开始前，
相关地方麦收已基本完成。

据气象部门预测，5 月 30 日开始
的本轮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 且降雨
中心加快向东移动，将给河南、安徽、
江苏等麦收重点省份带来明显降雨。
可喜的是， 本轮降雨有利于土壤墒情
改善，为机播创造了良好条件。 同时，

各地加快抢收进度， 为腾茬机播争取
了时间、赢得了主动。

下一步， 农业农村部将密切跟踪
天气变化， 组织有关省份认真抓好麦
收工作和应急抢收抢烘准备， 加快推
进成熟小麦收晒， 切实准备应对天气
变化，努力保障夏粮适收快收、颗粒归
仓，同时强化收种衔接，认真落实机械
化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努
力提高机械化播栽质量效率， 为全年
粮食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三成

张建慧主持召开全市“三夏”生产工作调度会并到太康县扶沟县调研时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 用心为民服务
坚决打好打赢“三夏”生产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王晨） 5 月

30 日， 市委书记张建慧主持召开全
市“三夏”生产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把
“三夏”生产作为眼下“三农”工作的
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压实责任、强化
担当 ，科学调度 、精心组织 ，深入一
线、为民服务，坚决打好打赢“三夏”
生产攻坚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周口贡献。

会议强调 ，服务保障 “三夏 ”生
产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阶段性重点
任务，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是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 保证农民增收的关键
性工作，组织好农民夏收、解决好农
户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各级党委、政

府的应尽之责。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部署和
市委安排， 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 ，坚决把 “三夏 ”生产工
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 持续运用
好县 （市 、区 ）党政主要领导指挥得
当、 调度有方、 组织有力的经验做
法，统筹做好收、晒、售、储等各项工
作， 帮助农民解决抢收抢种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坚决打好打赢 “三
夏”生产攻坚战。 要坚持立足于抢，
对应收未收地块，科学调度农机，强
化服务保障，做到应收尽收、能收尽

收；对收割待种地块，引导农民趁墒
抢种 、抢时早播 ，搞好田间管理 ，确
保夏播只增不减、夏管科学到位；对
未熟待收地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健全应急机制， 制定全链条闭环式
应对预案，切实做到及时抢收、适时
抢收、全力抢收，因时因地开展烘干
晾晒，确保实现颗粒归仓。

当日上午， 在太康县龙曲镇、芝
麻洼乡，张建慧走进麦田察看小麦成
熟度，与农业专家、乡村干部、农户交
流， 了解收割进度和农机调度情况，
指出要强化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科学精准研判 ，完善应急抢收
预案，因地制宜适时抢收，确保不漏

一户、不漏一田。 在扶沟县包屯镇的
种子田里，张建慧向农业专家、种业
企业负责人询问小麦品种品质、收购
价格等，了解到种子粮收购价高于普
通小麦， 当地发展种子田 6 万多亩，
有力促进了种粮农民增收，指出要科
学布局小麦种子田，积极推广优质小
麦品种，保障农民既丰产又增收。 他
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稳扛牢责
任，强化统筹协调，狠抓任务落实；广
大党员干部要深入田间地头，做好物
资保障和生产服务，在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中彰显责任担当。

市领导柳波、马剑平、田林、孔阳
出席调度会。 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