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瑞敏 周幸）“我们公司通过不见面开

标形式，就中标了长葛市协税工作服

务中心自动化办税设备公开招标项

目……”近日，长葛市精致经营部负

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线上开标、无

纸化办公，节约了他们不少时间和精

力，真是方便！

据了解，此次招标活动，长葛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只优化招标环

节和流程，更坚持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清单制度，对列入节能产品采购清单

的空调机、计算机、复印机等星号产

品，严格实施节能环保产品强制采购

或优先采购。

“2022年，长葛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共受理政府采购项目75个，预算

价为 2.51 亿元，中标金额为 2.43 亿

元，节约资金771.39万元。”长葛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乔建涛表示，

下一步，长葛市将继续提倡绿色采购

需求，不断加大政府节能采购宣传力

度，强化采购中的能效约束，引导采购

人积极采购能效先进水平产品设备，

有序推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促进绿

色消费，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董希峰 张帅）“多亏了数管中心和

信息采集员帮我们协调疏通下水

道，才让我们这些街坊邻居过了个

舒心年！”1月31日，唐河县惠民小

区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春节前，信息采集员在网格走

访时收到群众反映：惠民小区门前

下水道堵塞，影响居民生活。因该

案件权属问题存在争议，数管中心

负责人与该案件涉及的多家单位

负责人进行了现场确权、协调处

置，使该案件于当日得到妥善解

决。

这一幕，正是唐河县数字化城

管暖民心的缩影。

为推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平台高效运转，唐河县创新工作模

式、优化案件办理流程，按照信息

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案件处

理、结果反馈、核查结案和综合评

价的办案步骤，制定了“七步闭环

工作法”和“即时回馈、即时协调、

即时监督”的“三即时”工作法，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紧急案件现场督

办、现场处置结案，对权属不清的疑

难案件现场查看、现场确权，对无主

案件、超时案件现场协调、跟踪督

办，对处置效果不明显、处置率低的

单位上门指导、督促整改，避免案件

办理过程中出现推诿扯皮、效率低

下、办事拖拉的不良现象。

据悉，2022年唐河县数字化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共受理各类

城 市 管 理 案 件 49047 件 ，结 案

49035件，结案率达 99.98%，按期

结案率达98.28%，受到了群众的一

致好评。

唐河县

“数字城管”优流程惠民生

本报讯“老乡，你的漏电保护

器坏了，赶紧买一个换上，这样才

安全……”1月 30日，国网邓州市

供电公司春耕保电小分队到该市

裴营乡田间地头排查临时用电隐

患，确保群众春耕安全用电。

针对目前无有效降水情况，该

公司组织春耕保电小分队深入各

村农业大棚、田间地头，对用电线

路、排灌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及时

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确保农户春耕

用电无忧。

为方便群众春耕生产用电，该

公司还结合春耕生产用电特点，制

订春耕用电高峰期间保电的应急

预案和抢修预案，合理安排调度运

行方式，优先确保春耕用电。开辟

春耕用电“绿色”通道，引导群众通

过“网上国网”App、微信公众号等

线上软件，足不出户办理电费缴

纳、报装用电等业务，为春耕生产

提供“零距离”服务。该公司组织

各基层供电所、运维班对各排灌站

配变线路及农排线路等进行全面

维护检修，加强对变电设备、输电

线路的巡视和维护，确保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

同时，该公司还实行24小时抢

修跟踪服务，为春耕生产用户提供

用电业务指导，主动帮助农户检修

各类春耕生产用电设备，安装潜水

泵、架设临时用电线路，确保春耕

生产用电安全。

（曹相飞 李中贺 王亚刚）

国网邓州市供电公司

服务春耕用电“零距离”

2 月 1日，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

精心部署，组织人员对辖区景点线

路、供用电设施开展巡视排查，全力

为即将到来的元宵佳节营造安全、稳

定的用电环境。

在当地著名“网红打卡地”蓝天

芝麻小镇景区，该公司东皇庙中心供

电所人员对景点各类用电设施、树挂

灯饰进行全面仔细排查，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工作人员还与景区商户进

行沟通交流，帮助检查用电设备，详

细交代安全用电的注意事项，保障节

日期间景区内用电安全可靠。

该公司在全面总结春节保电经

验的基础上，要求各部门在元宵节期

间要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行动敏

捷、保障到位，切实做好元宵节保电

工作。 （闫梦珂 代浩）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王建栋

1月 29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

镇大营村非遗文化展示馆大院里，村

民们正在为参加三门峡市陕州区元

宵节社火表演做准备。

去年3月，大营村非遗文化展示

馆开始筹建，主要展示大营社火 12

个平垛实物、两条巨龙、历次参加社

火表演的资料图片及民间剪纸。“今

年元宵节，大营村将再次参加陕州区

社火表演，距上一次社火表演已经时

隔17年。”今年77岁的老党员刘占勤

内心无比激动。

1950年春节，大营村连续进行3

天社火表演，当时只有6岁的刘占勤

扮演县官坐在平垛上，目睹了新中国

成立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的盛大场面。

“去年筹建非遗文化展示馆正好赶上

今年到区里表演，要是今年仓促去准

备，肯定来不及。”参与展示馆筹建的

刘占勤对今年的社火表演信心满满。

据介绍，大营社火起源于明清，

鼎盛于新中国成立后，是春节、元宵

节的一项民间文化活动。

社火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

民间艺术瑰宝。大营社火历来讲究

“三闹”：一闹富，二闹智，三闹文。闹富

就是比服装、道具、场面，以此夸耀自己

村子富有；闹智就是比智慧，既要把节

目编排得通俗易懂，又要耐人寻味；闹

文就是社火活动的解说词，由村里组织

撰写，显示了大营村人的聪明才智。

2003 年，大营村被文化部命名

为中国民间艺术（社火）之乡；同年，

大营社火入选河南省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工程；2007年 2月，大营社

火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在非遗文化展示馆大厅中央陈

列着的12个平垛，分别是“践行二十

大”“大展宏‘兔’”“科技兴国”“双奥

绝伦”“勤劳致富”“绿色基地”“技冠

群雄”“祖国花朵”“三打白骨精”“鹅

翔崤函”“红色记忆”“八仙过海”。“我

是大营社火第四代传承人，这些平垛

都是我设计并焊接的。”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大营社火）代表性

传承人蔡结绪自豪地说。

耍社火、闹元宵，百姓乐在其中。

今年66岁的大营村村民芦菊梅一大

早就赶到非遗文化展示馆打扫卫生，

她小心翼翼地掸去白天鹅身上的灰

尘，又去整理“八仙过海”神仙衣装。

她满心欢喜地说：“白天鹅身上的羽毛

是我一片一片粘上的，多好看！”

大营幼儿园负责人李晓平说：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文化传承对孩

子们来说至关重要，从小在孩子们心

里烙下家乡的记忆。非遗文化展示

馆是儿童学习传承民间文化的好课

堂，今年陕州区元宵节社火表演，我

们幼儿园 39名幼儿要上平垛表演，

届时敬请关注！”

本报讯“叔、婶，咱村广场有演

出，带着孙子去听戏看表演啊。”1月

30日，商城县双椿铺镇联合该县文化

馆、县图书馆开展“文化下乡双椿铺

行”活动，主场地在双椿铺镇金寨村，

该村村民吃完午饭就开始相互招呼

着结伴去看演出。

锣鼓声响，好戏开场。由双椿铺

镇本土戏曲艺术团表演的花篮戏《吴

永春进宝》拉开了演出帷幕，让群众

近距离地感受到当地传统戏曲的魅

力。来自县文化馆的演员们接连表

演了民间剧《春牛闹耕》、快板书《我

们的生活真浪漫》、火绫子《革命摇篮

商城县》等节目，惟妙惟肖的表演、欢

快激昂的节奏、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演

出推向一波波高潮，群众直呼太好看

了。商城县图书馆的志愿者们还开

来了流动图书车，各式各样的精美图

书深受孩子们喜爱。

“老年人爱听戏，小孩子听不懂还

能去看看书，这活动

好，大人小孩都喜爱。”

观看演出的金寨村村

民王大爷赞道。

本次文化演出结

合党的二十大精神让

传统艺术贴近现实、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既丰富了

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了党的政策，还对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双椿铺镇文化底蕴深厚，是河南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镇精神文明

建设成果丰硕，走出了具有双椿铺特

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站在新时

代、新起点上，该镇用文化润泽心灵、

凝合力、激活力，鼓励全镇干群聚焦

“宜居宜业和美”双椿铺建设目标，为

该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

扛旗争先不懈努力。（李振阳 罗玉兰）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闫秋辉）2月1日，郏县龙山街道北

大街社区党建文化广场上，乐器的

演奏声、婉转的唱腔，合着掌声、喝

彩声，甚是热闹。当日，焦作市曲

剧团正在演出经典曲目《刘墉下南

京》，台上的演员卖力演唱、台下的

观众聚精会神观看，大家或坐在板

凳上或倚靠在三轮车上或聚堆站

着，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这样的戏曲演出连唱 15场，

从正月十一一直延续到正月十

五，群众直呼过瘾。

据在场负责的北大街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赛军方介绍，为让群众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社区

召集辖区内的爱心商户，筹集资金

为群众唱大戏。该区党支部书记

霍松运带头拿出6000元，大家你

1000元、他3000元，11家爱心商

户共筹集资金4.8万元，联系邀请

焦作市曲剧团为群众演出。

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李利国

说，老年人都爱听戏，社区每年这

个时候都会有戏曲演出。另外，

铜器表演、秧歌旱船等传统节目，

每位群众都能参与，大家聚在一

起“年”的味道更浓。

按照文明过节倡议，春节期

间，龙山街道各社区纷纷举办不

同形式的文化活动，戏曲进社区、

非遗大铜器演练、秧歌旱船、舞龙

舞狮等，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

同时，又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群众在欢乐过节的同时，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 看舞狮、划旱船、听花鼓

戏、猜灯谜、品元宵……连日来，光山

县城乡张灯结彩，文化惠民喜气洋洋，

乡亲们欢聚一堂，参加各类民俗文化

活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月 31日，司马光小镇文化合作

社举办庆祝元宵节民俗文化活动，大

家吃汤圆、制作灯笼、夜游司马故里、

传统舞狮拜年等民俗非遗文化，吸引

大批群众围观。

“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活动走进

文殊乡花山村红军广场、花山寨文化

公园广场、李扶村演出，为大家送上一

份丰盛的文化大餐。演出现场，演员

们时而激越高亢、时而情意绵绵，再现

了传统优秀剧目光山花鼓戏、旱船、民

间小调的精髓。声情并茂的演出、鲜

活的形象塑造、跌宕起伏的剧情，博得

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春节假期以来，钟鼓楼亲子乐园

热闹非凡，游客纷纷前来看演艺、逛灯

会，由50组主题花灯灯组、1万只郁金

香灯、1.5万只麦穗灯及数万只彩灯打

造的灯光盛宴，成为节日活动的亮

点。花鼓戏、皇家马戏、杂技、打铁花、

舞狮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轮番上

演，让游客流连忘返。

雨台山文化合作社举办了自制红

灯笼活动，村民们“巧手做花灯，喜迎

元宵节”，一个个剪纸灯笼、书法灯笼、

字姓灯笼、七彩灯笼造型别致、特色鲜

明，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去年以来，光山县以“文化产业特

派员”制度试点县为契机，先后对接文

产特派项目30余个，落地签约7个、拟

签约2个，逐步探索出一条文旅高质量

发展带动共同富裕的新路径，成为全

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典

型。

（李振阳 盛鹏 向宣垣）

▶1月31日，宝丰县石桥镇石桥村
演员在表演《打铜器》。连日来，宝丰县
城乡举行各具特色的民俗非遗节目展
演，喜迎元宵佳节。 王双正 摄

2月 1日，在孟州市人
民广场，该市曲剧团的演员
在表演《婚姻大事》。元宵
节前夕，该市文化部门邀请
当地乡土剧团、民间艺人和
各乡镇街道文艺节目进城
展演，让群众尽享丰盛的节
日文化大餐。

赵春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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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大 联 欢非遗 办实事办实事我为群众

长葛市

加大政府绿色采购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李利敏）“路终于修通了，路灯也亮

了、路两边还种上了绿化树，村里

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心情也好了。”

2月 1日，看着家门口新修的水泥

路，武陟县圪垱店镇观音堂村村民

鲁燕军高兴地说。

春节前夕，观音堂村围绕“五

星”支部“生态文明星”创建，以“绿

起来、亮起来、美起来”为目标，多

方筹资，新安装太阳能路灯76盏，

栽植松柏、桂花、广玉兰等绿化树

48棵，路平了、灯亮了、心暖了，老

百姓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2022年，村里争取上级项目

资金56万元，群众筹资38万元，硬

化背街小巷7条1760米、防火道两

条 280米，铺设污水管网 2600米，

覆盖全村大街小巷，解决了多年路

难走、水难排的历史。”观音堂村村

干部王五星自豪地讲述着村里内

外的点滴变化。

观音堂村的变化只是圪垱店

镇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圪垱店镇围绕人居环

境整治大做文章，坚持党建引领，

因村施策，分类治理，针对资金不

足的难题，各村创新思路，发动群

众共同筹资、共同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实现共建共享。2022年，该

镇筹集资金 1500余万元，累计硬

化村内道路 65 条 26290 米，铺设

污水管网 34900 米，拆除户外旱

厕 110 余座，整治 10个村的背街

小巷，13个村排水管网实现全覆

盖。

“今年，我们将持续以为民服务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坚持

不懈，久久为功，用满满的诚意和实

打实的行动，托起人民群众稳稳的幸

福。”该镇党委书记原世远说。

武陟县圪垱店镇

人居环境绿了亮了美了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

保障景区用电 护航元宵佳节

非遗文化展示馆里笑声多
社火表演

看舞狮、划旱船、听花鼓戏

光山县

民俗文化闹元宵

戏曲演出郏县龙山街道
爱心商户捐资为群众请15场大戏大戏

听戏看表演

商城县双椿铺镇
开年搭“戏”台 文化润民心

▲2月2日，随着元宵节的临近，灵
宝市焦村镇南安头村手工灯笼传承人刘
洋和姐妹展示扎好的花灯。据了解，南
安头村从事非遗手工灯笼制作的农户达
100余户。 段景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