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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道德名城 共创魅力周口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一（13）班 吕佳慧

������沙颍河在周口充分发挥通航作
用，能够直达南京、上海、杭州等地 。
周口的公路、铁路、水路交织成网，构
成了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 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周口正以昂扬的姿态
迎接崭新的未来。

以文化之基 造道德名城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 ，两脚
一踩就是秦砖汉瓦。 ”周口这片土地
览过了千年的历史长河，见证了一代
又一代变迁。 老子的《道德经》流传千
古， 亦被周口人民口口相传。 《千字
文》的创作者周兴嗣就是周口市沈丘
县人，如今仍有学生去沈丘县千字文
广场参与《千字文》的朗诵比赛。 鹿邑
县的太清观是老子的诞生地。 中国十
八座著名陵墓之一 、被称为 “天下第
一陵 ” 的太昊陵庙位于周口市淮阳
区。 吉鸿昌将军纪念馆、西华杜岗会
师纪念馆、太康水东革命根据地等都
在周口市。 在人文始祖及革命烈士熏
陶下， 周口人民必会心怀远大抱负，
致力于祖国建设 ， 携手建造道德名
城。

以特色之瓦 创魅力周口

周口有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由狮子舞、麒麟舞、独虎舞组成的
文狮舞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周口的特色美食更是数不胜数，西华
县的胡辣汤、 沈丘县的马五牛肉、鹿
邑县的妈糊……葫芦烙画、王氏秸秆
画、张振福泥塑 、泥泥狗等周口老技
艺让市民在品尝周口老味道的同时，
也留住了家乡的记忆。

以烈士之心 育青年后代

说到周口，免不了要提到那些一
心为国的革命烈士。 周口最早中共农
村党支部创建者张仁甫，经历过严刑
拷打，仍一直追随党 ；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一心跟随党 、依靠党的革命烈
士刘晓初；搞急性土改时牺牲的赵海
静……他们为周口党史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又一页。

每一位周口人都应为打造美丽

周口尽心尽力，坚定跟随党、支持党。
请家乡放心，建设美丽周口，有我；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

（辅导老师：孟于昱）

������周口，三川交汇之处，平原
肥沃，人口众多，自古以来便是
重要产粮基地。 文化遗址、建筑
遗迹众多， 周口拥有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 近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 我们的家乡正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曾经熟悉的景象如
今换了一副模样。

览文化遗址，探周口底蕴。
周口是伏羲故都、老子故里、陈
胜吴广的家乡，周兴嗣的《千字
文》从这里流传开来，西楚霸王
项羽从这里展现雄心……顾家
馍、扑蝶舞、两仪拳等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

赏建筑遗迹，品周口魅力。
周口老君台是著名的旅游景

点，老君台前有两块短碑，分别
篆刻着文字，左为“犹龙遗迹”，
右为“道德真源”。 曾有人写诗
称赞老君台 ： “升仙高阁祥云
起，回看凡间万物盈。 ”周口还
拥有“女娲氏之故墟”。 “仙子乘

槎泛银汉，女娲炼石补苍穹。 ”
女娲寄托着周口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冢子沽月、华佗冢……
这些建筑遗迹都展现着周口魅

力。
游全国各地， 发现周口新

变化。截至目前，周口的贫困县
已全部脱贫， 周口正在党的领
导下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 空
气优良天数 、PM2.5 优于全省
平均水平；河边钓鱼，树下下棋
的悠闲场景随处可见。 周口虽
没有黄土高原的窑洞， 江南的
白墙灰瓦， 但周口给了每一个
在这里的人一个充满烟火味的

家。
周口的建设仍在继续 ，仍

需要每个人付诸努力。 “君自故
乡来，应知故乡事。 ”无论何时
何地， 每一个周口人都应关注
家乡新变化。

（辅导老师：王佩珍）

扬周口魅力 展家乡变化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一（36）班 霍文清

������沐浴着阳光，一辆公交车行驶在
柏油路上。

车内的周复兴，脸上是压抑不住
的喜悦。 几年前，他离开家乡周口外
出打工，直到今年才挤出时间回乡探
亲。

一路上，周复兴观察着车窗外的
景色， 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柏油路、废
弃的房屋变成了高档的小区……

村口的那株老槐树依旧枝繁叶

茂，周复兴远远地瞧见母亲站在槐树
下向他招手。

“娘！ 我回来了！ ”周复兴一边呼
喊着，一边向母亲奔去。

母亲抚摸着他的脸，笑着说：“你
几年没回来，不知道咱们村的变化有
多大！ ”

“咱们村能有多大变化？ ”周复兴
不以为然。

不一会儿，眼前的景象让周复兴
说不出话来。

以前金黄的麦田变成了葡萄园，
葡萄架上缀满了葡萄。

母亲笑着说：“前几年，市里派来
扶贫专家，仔细研究了咱们这儿的气
候和土质， 说咱们这里适合种葡萄，
还可以开办农家乐，让游客自己采摘

葡萄。 还别说，专家就是专家，这几年
咱们村的人都致富了。 ”

路边的葡萄园里，几位游人在采
摘葡萄；一位老大爷带着孙子出来散
步，小孩还在背诵：“鹅、鹅、鹅，曲项
向天歌……”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周复兴开始理解母亲
所说的变化。

路过一个广场，一群人吸引了周
复兴的注意， 他和母亲过去凑热闹。
只见一个白发如雪的老人执一大毛

笔在地板上写字。 那些字让周复兴这
种不认识几个大字的人都觉得很有

气势，可见老人功底深厚。 老人旁边
有个小孩，竟然也写得有模有样。

经过母亲解释， 周复兴得知，近
几年周口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致力打
造文化名城，宣传汉字之美。 这位老
人曾是村里的教师，后来退休了。 为
了响应市里号召，他每天带着孙子到
广场上练字，同时向围观的人讲解汉
字的历史。

周复兴回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他的心中滋生一种别样的感动。 他望
着天边升起的彩霞，感叹道：“家乡周
口变化真大！ ”

（辅导老师：王佩珍）

家乡变化真大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一(36)班 刘薛如

我的家乡周口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一（36）班 李梦泽

������若要赋予“周口”二字特殊
的含义，在我看来，“周”是踽踽
独行中周游街巷的浪漫；“口”是
温饱无恙时百姓富足的安康。我
生活此地 15年， 对她的热爱早
已如汩汩热泉般汇入心田。

周口的人，敦厚踏实。 日常
交际的三言两语多为柴米油

盐，而邻里之间的温情，却又真
真切切存在。 大多数人习惯在
心中早早种下一颗希望的种

子，所以无论前路多么坎坷，也
甘愿顶着生活的苦， 骄傲地走
在阳光下。

记忆中的家乡是一片很大

很大的麦田， 乡亲们耕作在自
己的一方田地。 爷爷曾在一间
石瓦房里翘首周口未来的模

样 ：国家在发展 ，周口在发展 ，
我们都会过上好日子。 如他所
愿，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告别
了饥寒， 迈向更高层次的精神
境界。

周口的大地， 不及草原雄
伟，却有一番精悍阳刚之美；周
口的河水，不及洞庭缥缈，却颇
具游龙冲天之威。 周口的文化，
映射出祖祖辈辈的刚烈而不失

精明， 莘莘学子的温润却暗藏
锋锐 。 我欣然接受这里的一
切———厚重踏实， 明媚却从不
张扬。 当然，“有麝自然香，不用
大风扬。 ”

游走在僻静的街巷，处处淳
朴，处处流露出幽远冗长。 途经
一家家挂着古匾的小店，观摩门
前两位大爷半辈子下不完的围

棋、门后婆婆们几十年搓不完的
麻将。 倘若乏了，便随处寻家小
店，要碗胡辣汤、豆腐脑两掺，就
着油条和糖包，管饱。 简单的饭
食，却总能让周口人吃出别样的
味道———这座城市经得起大风

大浪，党员干部始终在为人民的
幸福生活奔波操劳。

在我成长的路上，周口反复
向我诉说她的今时旧日， 不厌
其烦地浇灌着我的拳拳报国

心———我们周口人， 都应秉承
这片土地的厚重，不忘初心，誓
做栋梁。

当我以为读懂了周口这座

城，才发现她早已换了个模样。
我不禁惆怅， 这十几年来养成
的一腔浩然， 竟怎么也诉不尽
这座城。 （辅导老师：王佩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