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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社区

家门口的文化广场 身边的普法“学堂”
河区飨堂社区打造特色普法宣传阵地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李 倩）“打造
法治文化广场， 这种形式非常
好，可以让孩子们在游玩的过程
中了解到法律知识。 ”昨日傍晚，
家住金牛山街道飨堂社区的居

民徐先生说，家门口的法治文化
广场成为了普法“学堂”。

当记者走进位于商检路的金

牛山法治文化广场， 法治气息扑

面而来。广场设有“宪法法典”“法
治成就”“法治名言警句”“法治长
廊”“法治凉亭”五个部分，依托秀
美风景，将法治元素、文化元素、
休闲元素有机融为一体， 吸引到
此散步或过往居民驻足观看。

记者看到法治文化广场里

的每块法治宣传展板、每个法治
宣传栏，内容都十分丰富 ，不仅

有最新法律条文 、 法律名言警
句，而且汇集了依法治国 、法治
故事 、法治典故等内容 ，通过图
文并茂 、通俗易懂的方式 ，向居
民们普及法治常识。

站在法治宣传栏下，一位大
爷正在教孙女阅读 “商鞅变法”
的法治成就。 “这些内容告诉小
朋友们，长大了要好好做人。 ”大
爷耐心地给孙女解释其中的道

理，这一幕很暖。
随后，记者从飨堂社区了解

到，法治文化广场占地 15 亩，于
今年 3 月开工建设，共投入专项
资金 170 万元。 “原先这里是一
片荒地，街道把法治文化广场建
设当作一项重点工程来抓，进行
了绿化与亮化。 法治文化广场建
成后，极大地改变了周边群众生
产和生活环境，使广大群众在健
身休闲的同时，感受法治文化熏
陶，接受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人
员伍李玲说。

“这个法治文化广场建得非
常好，让老百姓通过观看宣传栏
学法 、懂法 ，运用法律来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居民王艳平点
赞道。

扩大知晓率 提高满意度
河区红星社区开展创文入户宣传和问卷调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方志）8 月
30 日下午，河区五星街道红星
社区组织辖区“双报到”党员志
愿者 80 余人， 到阳光城市花园
小区、自来水厂家属院及沿街商
铺集中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入户宣传和问卷调查活动，以提
高居民的知晓率、支持率 、参与
率和满意度。

活动中， 社区工作人员及党
员志愿者分组深入到居民家中，以
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宣传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居民参与

的必要性，进一步提高居民对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知晓率、 参与率，
引导社区居民做文明市民，众志成
城、合力攻坚，更好地向全国展示
信阳人民的美好形象。

此外，此次入户调查也为社

区与辖区居民之间形成更为良

好的互动打下了基础。 同时，此
次入户调查也收集到了一些针

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为辖区下一步的创建
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市民在法治文化广场游玩 本报记者 李 倩 摄

声 明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德丰家常菜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3MA43KN4W6W），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
作废。

●兹 有 信 阳 市 鸡 公 山 管 理 区 武 胜 关
街 道 办 事 处 筹 建 处 在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阳 鸡 公 山分理处办理的账号

为 ：16797101040001441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 ：L5150000162501），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
作废 。

●兹有信阳市安全生产协会行政公章壹枚
（编号：4115010008706），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4115010035055）， 在中原银行信阳西关支行办理
的账号为 2520111000002012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150000407203）,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
作废。

居室养花有四忌
不少人喜欢在家中养花，好

看的盆栽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净
化空气。 然而，并非所有植物都
适合养在家中，选择不当反而会
危害健康。 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室内不养香味浓郁的花。
长期闻浓郁的花香会让人身体不

适。 比如夜来香的花香会使人呼
吸困难，引起头昏、咳嗽，甚至气
喘、失眠；郁金香的香味里含有毒
生物碱，夜间睡眠时吸入过多，容
易导致脱发； 风信子的花香易导
致过敏，闻多了还会头晕。 因此，
香味过浓的花不适合养在卧室，
建议搬到室外或阳台养护。

2. 有些花草带毒， 千万别
养。有些常见的花卉盆栽其实都
是有毒性的，比如秋水仙的叶片

和球茎汁液中含秋水仙碱，有剧
毒，微量入口会立即致命；虎刺
梅白色的汁液具有毒性，皮肤接
触会红肿溃烂，误食会导致呕吐
腹泻甚至致命；含羞草给人以文
弱清秀的印象，但实际具有很强
的含羞草碱，接触过多，会引起
眉毛稀疏、头发变黄甚至脱落，还
会伤害皮肤； 滴水观音滴下的水
是没有毒性的，但茎和枝叶有毒，
同样要小心。 家中如果有孕妇或
者儿童，千万要远离这些植物。

3.居室养花不能太多。 大多
数花卉会在夜间释放二氧化碳，
吸收氧气，而夜间居室封闭，空气
不流通。摆放花卉过多，会减少夜
间室内氧气的浓度， 影响主人夜
晚睡眠的质量，引发胸闷、噩梦频

发等问题。 一般而言，15 平方米
左右的居室，宜放 2盆中型、大型
植物，或 3盒~4盆小型植物。

4.家中有病人，床头不宜摆
花。 家中有哮喘病人时，不应在
床头摆花，因为花粉中含有致敏
蛋白成分，吸入可能引发过敏反
应，使喘息加重，并产生头晕、心
慌等不适症状。 此外，花盆中的
泥土会产生真菌孢子，扩散到空
气中，可以侵入人的皮肤 、呼吸
道、外耳道，引起感染，这对原本
就患有疾病的人来说危害更大。

知识与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