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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一名小朋友拿着兔子形状的棉花糖高兴地在街头走过。元旦假
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美好的假期。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元旦假期，暖阳和煦，不少市民
选择走出家门，享受假期快乐。记者
在一些景区采访时发现，许多市民在
游玩期间，自觉遵守景区管理条例，
维护景区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成为
元旦假期“最美风景”。

1 月 1 日，古城换上新装，南城

门、北城门及光岳楼超级灯光秀点亮
古城绚丽夜空，众多市民和游客也纷
纷来到古城感受传统文化、品味小
吃，赏灯光大秀。记者看到，虽然游
客众多，但游客在玩乐的过程中都能
自觉地将垃圾投进垃圾桶，地面上很
少有果皮、纸屑等垃圾的出现。“总体
来说，游客们文明素质明显提高，当
身边没有垃圾桶的时候，他们会把果

皮纸屑攥在手中，看到我们过来清
扫，会主动来将手里的垃圾扔到我们
的手提垃圾桶里。几乎没有发现乱
扔垃圾、攀爬拍照等不文明现象。”一
位古城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带孩子在古城区游玩的市民汪
静还随身携带了垃圾袋，“带孩子出
来玩，孩子吃零食会有不少的包装垃
圾，外出随身携带垃圾袋是我多年的

习惯，也是用自身的行动给孩子做个
示范。”汪静表示，美好的环境需要大
家共同创造，养成文明出游的习惯是
市民和游客应该做的事情，家长是孩
子最好的老师，更要做出表率，给孩
子树立一个榜样。

市民王涛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
日里喜欢在各景区、田野阡陌间拍
摄。王涛觉得，近几年，我市景区的
环境在不断改善，市民的文明素质也
不断提高，“现在很少看到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文明旅游已
渐成常态。”

文明旅游成元旦假期最美风景

1月1日，一些家长无视安全，带着孩子在东昌湖的冰面玩耍。目前，东昌湖虽
已结冰，但水深冰薄，冰面活动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危及生命安全。在此，呼吁广大
市民，尤其是学生家长，一定要落实好监护人责任，不要随意在冰面上玩耍、嬉戏，
以免造成人员落水、冰塌等事故的发生。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1月1日，在古城街头，一名商贩手持气球在叫卖。元旦假期，水城的街头巷尾一派喜气洋洋，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1月1日，在东昌湖附近的龙堤，一名经营蒸货的商贩在摊位前挂起红
灯笼、红辣椒等节日饰品。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文/图 乔红霞

我家住在市区北部一隅。自去
年起，小区外围重新规划了居民娱乐
区，美其名曰“口袋公园”，各种绿植
相继安家落户，各类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还有蘑菇状的休息亭供人小憩。
晚饭后，漫步在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
上，月光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地上
树影婆娑，偶有行驶的车灯闪过，倏
地便消失在夜色中……“口袋公园”
犹如城市建设点睛之笔，把城市的角
落变成了人们的诗和远方。

自从家门口建起了“口袋公园”，
我就有了新的生活规律：每天早晚到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走上一圈。在
这里，绿意冲击视野，花香沁人心脾，
市民们感受到了绿树成荫、曲径通
幽、花草相间的大自然气息。在这
里，我们还可以体验骑行漫步、静坐
观赏、嬉笑游玩的便民之乐，享受“口
袋公园”带来的小确幸。

晚饭后，“口袋公园”最受欢迎的
地方便是荡秋千处。为了能率先抢
占秋千，有的孩子连晚饭都顾不得好
好吃，胡乱扒拉几口，饱不饱的都已
不重要了。冰心说过“只拣儿童多处
行”，我深记着这话，于是荡秋千之地

便成为我最喜欢逗留的地方。每每
寻着孩子们的笑声与呼喊声来到此
地。看吧，轮到的孩子，坐在秋千上，
一副得意洋洋状，没轮到的孩子排在
队伍中，翘首以盼，那份对秋千的虔
诚，唯这个年龄的儿童专属。

最近，为进一步方便人们健身娱
乐，小区门口的“口袋公园”内又新增
了一位“客人”——音箱放置处，为爱
跳广场舞的阿姨大妈们找到了音箱
放置的最佳位置。看，锈色的外壳
上，摆放着绿色的盆景，中间空出的
长方形框内，刚好放下音箱，与周围
的景物搭配得恰到好处，可见设计者
的用心用情。于是，每天晚饭过后，
我便从荡秋千处移步至此，跟在大妈
们的后面，和着节拍扭一扭、跳一跳，
每晚都能睡个舒心觉，睡眠质量也大
大提高。

出小区东门沿着“口袋公园”往
南走，便来到了建设路。为了方便市
民出行，建设路今年进行了重新整
修。放眼望去，双向六车道的大宽马
路，路两边还新修了人行道，真是开
阔又气派。尤其是晚上 8 点过后的
城北夜晚，路上行人渐少，偶有开着
近光灯的车辆，也是悄无声息地一驶
而过。夜，一下子变得很安静。

“口袋公园”打造城市方寸之美

■ 刘晓东

“您好，欢迎乘坐 3 路公交汽
车！前门上车，后门下车！”坐在家
里，我就能听到这样的播报声。每隔
半个小时就会有一趟公交车经过小
区门口，让我出行十分地方便。

这条公交线路几年前就有了，只
不过当时车辆没有运转这么快，乘客
也没有现在多。自从开通了这条线
路，我就很少再开车上下班了。乘坐
公交车既安全环保，又节省油钱，真
是一举两得。时间长了，和驾驶员们
都相互熟悉了，上车打个招呼，下车
挥挥手，如同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特
别是从 2021 年开始，我们茌平区政
府实施便民措施，让市民免费乘车，
乘坐这条线路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在车上遇到熟人一路热聊，倒也觉得
很有乐趣。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拿一
本书，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读下去，等
到驾驶员提示我快到站了，才收拾一
下准备下车。

实际上我对这条线路感觉是喜

忧参半。高兴的是公交站离我家很
近，出了小区大门走两分钟就到；忧
的是公交站有名无实，在路边埋了一
根铁柱，在上面焊了一块写满地名的
铁牌子，就成了上下乘客的地方，不
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站牌。春秋天
好一些，气温还合适，不用很遭罪。
可是到了夏天，等车的时候毒辣辣的
阳光晒得皮肤都疼，旁边没有一点阴
凉地方可以躲避。乘客们意见都不
小，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2022年刚出了正月，就有一帮工
人把站牌旁边的花池清理了一部分，
弄来花砖将坑坑洼洼的地面铺得平
平整整。当时我就很高兴，至少等车
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排队了。不用
一群人都挤在路边，不方便又不安
全。谁知道刚过了几天，又有人拉来
一堆方钢和铁片。我十分纳闷，这是
又要干什么，难道要在这里盖铁皮
房？我的疑虑很快就被打消了，一座
方钢做支架、厚厚的铁片做顶、美观
大方的候车亭两天就矗立在眼前了，
我再也不用露天等车了！

家门口有了候车亭

编者按 一年来，聊城发生了许多变化——道路更加通畅了、小区更加整
洁了、停车更加方便了……这些变化的背后，是这座城市全力以赴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提升城市品质所做出的努力，也是一座城和城中人的双向奔赴。

新年伊始，本报推出“我家门口的新变化”专栏，介绍聊城这一年在城市建
设方面的改变，从小角度切入大主题，用小故事记录新时代，以小人物的经历
见证城市变迁、幸福生活。

岁启封 共赴新程

我家门口的 变化

“口袋公园”内的健身器材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春风故里吹疏柳，喜气朱联张
满堂。”2022 年 12 月 31 日傍晚，古城
景区华灯初上，一条条“从天而降”的
彩灯让古城的夜晚充满了诗情画
意。光影秀、电音节、魔术杂技、民俗
表演……元旦假期期间，在古城景
区，一场场内容丰富且趣味十足的新
春活动让水城市民度过了一个别样
的元旦佳节。

“久违的烟火气终于又回来了。”
跨年夜，市民朱宇和家人来到古城
区，熙熙攘攘的人流让他感觉“如释

负重”。“2022年大家可以说是艰难前
行，而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调
整，人们对疫情认知的变化，大家心
里都轻松了不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重新出发，焕新前行。”

南城门下，“我爱你中国”悠扬的
旋律和时而变幻的炫彩灯光融为一
体，吸引着市民游客驻足；星星点点
彩灯装饰下的古城别有一番韵味。

“ 把 我 们 的 双 手 举 起 来 ，1、2、3、
4……”古朴厚重的光岳楼下，时尚的
DJ和国潮演绎聚集了一波又一波准
备“跨年”的年轻人。“太好玩了，大家
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嗨。”和朋友

一起出来“跨年”的辛雨一边挥舞着
手中的气球，一边拿起手机分享着身
边的动态。

“这一年，古城区有了新味道。”
她告诉记者，不仅好看了而且好玩的
东西也多了，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吃
吃饭，唱唱歌，都是“年轻人的味道”。

在古楼北大街，奇妙的灯光秀和
童趣十足的泡泡表演让小朋友们流
连忘返。民谣、行为艺术表演轮番上
演，打卡、拍照、分享，奇妙童幻时尚
的古城区成了“跨年夜”朋友圈里最
美的景点。

逛累了停下来品品美食喝喝

茶。随着古城区业态活化工作的持
续推进，围绕古城“活起来，火起来”
目标，如今古城区已不仅仅是一个文
化景点，而且成为了餐饮美食、茶咖
书香、社交娱乐等业态融合的综合
体，让市民游客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地
域文化，体验别样文化气息。

记者了解到，自元旦开始，到元
宵节结束，在古城景区将有百余种特
色小吃、炫彩光之夜、杂技嘉年华、幻
影魔术周、高空花好月圆特技等精彩
表演轮番上演，丰富聊城市民文化生
活的同时，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大年。

古城“跨年夜”迎新氛围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