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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原钰恒

城乡陌野新风劲，文明实践润无

声。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理论宣

讲，一次次有温度、有广度的志愿服

务，一件件孝老爱亲、婆媳情深的典型

事迹……仲夏时节，行走在沁阳市各个

乡镇农村，无不感受到浓厚的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

近年来，沁阳市把有效治理婚嫁彩

礼过高、婚丧事宜大操大办等突出问

题，作为全力打造乡风文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通过定制度、树

榜样、抓宣传，积极引导广大群众革除

陈规陋习，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的文

明新风引导群众逐步形成移风易俗、文

明和谐的好乡风，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

正能量。

强化自治
制度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不准设立多道彩虹门、彩虹门费用

不得超过3000元；不准在彩虹门三十

米以外燃放烟花爆竹、晚上补放烟花；

娶亲时大小车辆不准超过十部；不准唱

大戏庆祝；不准动用其他娱乐组织。在

紫陵镇赵寨村，办红事“五不准”赫然竖

在村委会门口。

“以前村里遇着红白事儿，会出现

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现象。如今，办事

不讲排场、不比阔气，村民少了人情债，

也减轻了经济负担。”6月11日，赵寨村

党委副书记王沁平说起村里的变化，充

满了自豪。

一直以来，农村的婚丧嫁娶，作为

人情往来，本意是维系情感，促进邻里

关系。但是人情消费逐渐掺杂了功利

意识和攀比心理，使好传统变成了沉疴

陋习，带坏了社会风气。

沁阳市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组织

领导，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乡风文明

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方案》和

《沁阳市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

作方案》，制定《沁阳市文明节俭办理红

白事参考标准》，对彩礼标准、迎亲车

辆、婚宴总桌数、礼金等进行了统一“限

高”。如红事，市区和农村彩礼标准不

超过4万元和3万元，迎亲车辆不超过

6辆，婚宴总桌数不超过15桌、每桌不

超过10人等。

“我们在各个乡村通过村党组织指

导引导、村民群众自荐自选，加快红白

理事会建设，引导群众将文明节俭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群众成为移风

易俗的评议者、执行者、受益者。”沁阳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健说。

赵寨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玻璃

钢是其产业名片，村里企业多达 20多

家，早在1992年全村总产值首次破亿

元，跻身全国乡镇亿元村100强。

赵寨村积极落实全市移风易俗要

求，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修

订完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在日常生活

中自觉遵守。制定红事“五不准”、白事

“十不准”、监管“四规定”等规章制度，

有效遏制厚葬薄养、高价彩礼、大操大

办等陈规陋习。

“那边是我们正在规划的大食堂。”

赵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明指着

远处一处建设工地说，建成后将为村内

红白事办理提供场所，村民需执行大食

堂内席面标准，从源头上降低红白事办

事支出，引导村民婚事从高档酒店走进

村民礼堂，“从酒席上至少能省一万多

块钱。”

“现在人人都羡慕我们村呢，都夸

我们村做得好。”赵寨村村民李长珠忍

不住夸赞道，原来琐碎的流程简化了，

人也轻松了，红白事不再讲排场、互攀

比，现在丧事自觉简办，红事不以彩礼

论感情，“现在我们村的大姑娘、小伙子

很抢手嘞。”

丰富载体
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打竹板，竹板响，大家听我讲一

讲，先将移风要易俗，和美乡村我先

行……”崇义镇后杨香村村民杨亚亚

和五六个姐妹组成的“移风易俗志愿劝

导队”成了村里的“明星队”，她们打着

欢快的快板，笑容满面、通俗易懂地将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拒绝高额彩礼、传

承优良家风等内容讲给村民听，悠扬的

韵律响彻整个村庄。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样的形式

很新颖，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这样

的政策宣讲我们听得进、记得牢。”群众

连连称赞。

沁阳市运用多种载体和形式，宣传

移风易俗，普及文明礼仪规范，引导群

众大力践行文明风尚，自觉抵制陈规陋

习。

在村头巷尾，沁阳各个乡村活跃着

“婚俗文明宣传队”，她们日常开展广场

舞、花样跳绳、秧歌、锣鼓等体育锻炼，

闲暇时刻当起“公益红娘”。“谁家姑娘

还没对象、哪家小伙人不错”是她们经

常交换的信息，她们不仅为男女双方牵

线搭桥，也积极宣传少彩礼、婚事新办、

婚事简办等思想观念。

高小停是西向镇东高村村民，也是

远近闻名的“红娘”，已经成功撮合了十

几对适婚青年。

“原来都是互相攀比，彩礼要得少

了面子过不去，农村婚嫁平均要花费

20万元左右，彩礼、三金、酒席、城里买

房，一样都少不了。”高小停说，“现在政

府一直在宣传，我们也积极响应，每次

我介绍对象，都告诉他们彩礼要适量，

日子都是自己过得，别一时为了面子背

上负债或者影响感情。”

一旁的东高村妇女主任陈艳忍不

住介绍，高小停一家是有名的文明家

庭，她儿媳妇和她感情特别好，令人羡

慕，“她女儿结婚，她家没有向男方多要

彩礼钱，所以她说媒，大家都信她，榜样

做得好。”

后杨香村因“二十四孝”之一杨香

“扼虎救父”的典故而得名，原本民风淳

朴，但近些年婚嫁奢侈之风却刮了起

来。村党支部书记宋悦东决定抓“主要

矛盾”，村规民约规定“本村的闺女不能

要高彩礼”。哪家闺女要出嫁，红白理

事会都会提前安排议事，上门劝说村民

办事从简、抵制高价彩礼。在村委会的

积极倡导下，“重登记、强责任、尚节俭、

少彩礼”的文明新风已深入人心。

（下转第二版）

文明新风劲吹沁阳大地

“满格电”为农田“解渴”
国网河南电力全力保障抗旱保墒用电

坚决打赢坚决打赢 生产攻坚战生产攻坚战三夏三夏三夏三夏

标题新闻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应对灾情
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丽丽 王鹏）6月 18日，河南省政府投

资基金现代食品产业集群专题路演暨

漯河市主导产业推介会在漯河市举

办。此次活动由河南省财政厅、漯河

市人民政府、河南农业投资集团主办，

漯河市财政局、河南农投科创投资有

限公司、漯河市国有资本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承办。

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

厅等重点产业链链长责任单位，中原

食品实验室、60余家现代食品产业企

业、40多家金融机构参会交流。

“今天举办以‘政府基金引导、产

业合作共赢，金融科技助力食品产业

创新发展、延链育群’为主题的路演，

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漯河市市长黄

钫致辞时说，河南作为农业大省、食品

工业大省，把食品产业作为全省七大

万亿级产业之一重点培育，正加速从

“中原粮仓”到“国人厨房”“世界餐桌”

迈进。推动食品产业优势更优、优势

长优，离不开“产业+科技”“产业+金

融”“一体两翼”的硬支撑。

漯河市作为首个中国食品名城，

持续推动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目

前，全市食品产业规模超 2000亿元，

占全省的1/5、全国的1/50，麻辣面制

品、肉制品、冷鲜肉等单品产量均居全

国第一，成为全省万亿现代食品产业

集群的重要支撑，是名副其实的“国人

厨房”。

此次路演特设产业推介、专家演

讲、企业路演、产融对接等环节，邀请

全省近50家机构以及50余家食品优

质企业代表参加，实现项目方与投资

方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有效打通

投融资渠道，加速推动产融深度结合。

本报讯 （记者杨利伟 通讯员霍
鑫）6月17日，安阳县瓦店乡广润坡14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安阳供电公

司“三夏”电力服务队队员协助种粮大

户张洪文完成灌溉用电设备隐患排查，

启动遥控装置，一台大型喷灌机缓缓前

行，将水花均匀喷洒在近百米宽的麦茬

地上，满足玉米播种用水需求。

当前正值农作物播种和幼苗生长

的关键时期，国网河南电力组织基层单

位迅速行动，组建“三夏”电力服务队

1469支，实行“三夏”抗旱期间24小时

值班制度，优先保障抗旱用电需求，全

力做好抗旱保墒用电保障工作。

国网河南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夏收保

供应急响应，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包保责

任制，压实各级抗旱保供电职责。组建

全省“三夏”电力服务队，增加机井通电

设施巡视、排查次数，采用红外测温、局

放检测、带电作业等手段，及时消除设备

隐患。加强物资配置，按照“先复电、后

抢修”原则，第一时间恢复故障机井供

电。密切关注旱情信息，持续开展全量

机井台区电压、电量在线日监测，做好负

荷预测与监控，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精准保障机井台区用电需求。

国网河南电力认真开展农田机井

通电设施问题排查与隐患整改，目前已

出动人员 6.6 万人次，排查机井台区

20.78 万个、机井 108 万眼，消除隐患

9039个；深入田间地头发放安全用电

宣传资料26.38万份，巡视线路1.14万

条，保障灌溉安全可靠供电。

在旱情出现较早的驻马店地区，驻

马店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全市 697条

10千伏以上涉及农业生产供电线路、

10287个机井台区、89466眼机井开展

全面细致排查，及时帮助农民解决抽水

灌溉中遇到的各类用电难题，力保抽水

抗旱不误农时。

为提升灌溉用电业扩报装工作质

效，国网河南电力开通“三夏”抗旱用电

绿色通道，简化业扩报装流程，安排专

人“一对一”主动对接用水协会或村委，

做好排灌站、公用水泵、机井通电业扩

报装服务，（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康巍）运粮车进库，

扦样、化验、过磅检斤后，装了40吨小

麦的运粮车开上了液压翻板自动卸粮

台，随着“粮流”进仓，6月 18日，中储

粮郑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邬冰

松了一口气：“中储粮郑州直属库

2024年的小麦轮换任务大头落地了。”

随着城市的扩张，中储粮郑州直

属库有限公司成了典型的“城中库”，

该公司轮换购销科负责人刘大琨介绍

说，粮库周边 20 公里内基本没有麦

田。为了尽快完成轮换任务，发挥中

储粮“主力军”作用，公司组织党员干

部尽早行动，提前维修设备、备好仓

房，多方联系粮源、优化收购流程，早

上班晚下班、多开作业线，加快入库进

度，为售粮农户提供茶水、简餐等，让

售粮农户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

确保运粮车进库不等待、服务无瑕疵、

粮出手钱到手。该公司仓储管理科科

长康经伟说：“我们一开秤收粮，周边

地市的运粮车就陆续来了。”

6月 13日，沁阳市一名售粮客户

将小麦运到了郑州直属库有限公司，

他说：“这个公司小麦收购服务无可挑

剔不说，价格还可以，每斤1.255元的

收购价格，比老家的粮食经纪人收购

价格高出不少呢！”

让农户卖放心粮舒心粮
中储粮郑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服务优

本报讯 6月18日，在汝阳县付店

镇付店村的河道旁，村民们正在观看

桃花水母在水中漫舞。桃花水母身体

呈半透明状，周身长有须角，一开一合

缓慢移动，像一把一枚硬币大小的“雨

伞”，引得村民啧啧称奇。

据了解，桃花水母6月 14日首次

在该河段被发现后，每天都有不少人

前来观看。

桃花水母是被列入国家濒危动物

红色名录的极危物种，诞生于约5.5亿

年前，先于恐龙来到世上，为世界级濒

危物种和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它的出

现不仅让当地群众倍感惊喜，也为汝

阳生态环境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汝阳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股股

长张国立介绍说，桃花水母是仅有的

一种在淡水中生活的小型水母，对环

境有极高的要求，若水质受到污染，有

可能在数日内灭绝，因此有“水中大熊

猫”的称号。

“发现桃花水母后，我们立即加强

了宣传保护和日常巡查。”付店镇宣传

委员、副镇长陈婷婷说。

近年来，付店镇严格落实河长制，

扎实开展巡河、护河、治河工作，加大

池塘、河道等水域整治，常态化开展河

道日常巡查保护工作，有效地保护了

河湖生态环境，为桃花水母等珍稀生

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许金安）

好生态引得“贵客”来
“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现身汝阳县付店镇

点对点打通投融资渠道
省政府投资基金现代食品产业集群专题路演在漯河举办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6月12日，

在嵩县德亭镇庄科村，德亭镇农业服

务中心主任郭胜利，顾不上夏日炎炎，

走进农田给正在柴胡地里除草的村民

王延松讲解柴胡管理技术和产业补贴

政策。

“你看，种植柴胡多划算，不光收

益高，还能领到一亩地 500到 800元

的补贴。”王延松听完郭胜利的介绍后

信心满满。

为落实嵩县县委提出的“队伍再

造”工作要求，德亭镇党委创新开展理

论宣讲、调查研究、信访接待、现场办

公“四下基层”和当好政策宣传员、发

展调查员、信访调解员和办事服务员

“四员”活动。

创新开展“四下基层、当好四员”是

德亭镇党委着力推行的“一线工作法”。

德亭镇党委书记夏萌解释说，“一

线工作法”就是明确“工作内容”保证

党员干部“身在一线”，细化“工作清

单”保证党员干部“脑在一线”，实现

“心连心”保证党员干部“心在一线”。

德亭镇党建办主任、包村干部贾

洁说：“在基层工作中，我真正认识到，

年轻干部只有脚沾土地，心有情怀，真

正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不断在实践

中壮筋骨、长才干。”

德亭镇杨村利用千头肉牛养殖基

地优势，流转土地 120亩用于牧草种

植；下蛮峪村去年柴胡长势良好，继续

扩大种植规模；南台村谋划种植中药

材黄芩570亩……“四下基层”，乡村产

业硕果累累。

德亭镇镇村干部、组工干部、驻

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嵩州义警

等，逐户走访上访群众，与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面对面谈、心贴心聊，“干部

下访”化解“群众上访”，让群众的“问

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群众拍手

称赞。

德亭镇推行的“一线工作法”，健

全了干部岗位在村普遍联系群众制

度，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服务

群众中实现了“队伍再造”。

截至目前，德亭镇共走访群众

6000余户，代办医保缴费、养老资格

认证等服务事项 187次，调解信访矛

盾 72件，协助群众技能培训 158人，

谋划产业项目55个。

“四下基层”与群众心连心
嵩县德亭镇在一线实现“队伍再造”

6月18日，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东郊乡道士房村农民在进行水稻插秧。李俊生 摄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向飞 永卡

“开饭啦！今天中午吃老式焖面、

鸡蛋汤。”6月 14日，临近中午，许昌市

建安区陈曹乡前孙汪村幸福小院食堂

内飘出饭菜香味，不少老人陆续赶来，

准备就餐。

“恁家都种上了吧？”

“种上了、种上了。”

…… ……

在幸福小院食堂内，老人们一边吃

着热腾腾的饭菜，一边开心地聊天。

“现在孩子外出打工，只剩我和老

伴儿俺俩在家。年龄大了，买菜、做饭

确实有点吃力，在这儿天天中午、晚上

都能吃上热乎饭，真是好！”79岁的村

民赵同山深有感触地说。

小饭碗装着大民生。对于许多高

龄、孤寡、独居老人而言，能够就近解决

吃饭问题，直接关系着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幸福指数。前孙汪村幸福小院食堂

自端午节开业以来，每天为全村75岁以

上老人提供爱心午餐及晚餐，用一餐饭

的暖心温度，让村里老人幸福感满满。

“我们村有 75 岁以上的老人 90

人、独居老人20人。每次走村入户，看

到年纪大的老人连锅都没法端起，吃饭

随便应付两口了事，真是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前孙汪村党支部书记张强告诉

记者，为解决高龄、独居老人用餐难问

题，该村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以“政府搭台、村委承办、村民互助、个

人自愿”为运作模式，认真排摸辖区内

7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用餐需求，整

合现有的养老服务、公共服务设施和资

源，利用村内闲置院落创办了幸福小院

食堂。食堂采取老人拿出一点、集体承

担一点、乡贤资助一点的经营方式，定

时供应中、晚两餐，每天餐费3元。

“端午那天，食堂还准备了胖东来的

大月饼、粽子等食品，可热闹，不然我自

己在家喝碗面汤就是一顿饭了。”82岁的

村民计娟说，自己一个人独居在家，身体

每况愈下，做饭对她来说已经非常吃力，

筹备期间，村干部来家走访时，她连着

问：“真的吗，真的吗，是真的吗？”

汤面条、烩菜、疙瘩汤……在前孙

汪村幸福小院食堂里，一周的午餐、晚

餐食谱都公示到了食堂墙上。厨房分

餐台上热气腾腾的菜品虽然没有大酒

店的精致奢华，却热气腾腾、朴质无华，

处处都透露着家的味道。

“村里有太多的老人故土难忘，不愿

意离开家乡跟着孩子去城市生活。而在

幸福小院食堂，他们不仅可以吃上一碗

热乎饭，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大家庭的

温暖。”张强说，食堂根据老人用餐的特

点和禁忌，在菜品、服务形式上也下足了

功夫，做到少盐、少油、易消化，不仅让老

人吃得饱，更让老人吃得放心。

现如今，在前孙汪村幸福小院食

堂，一顿“热乎饭”解决了儿女们的后顾

之忧，让老人离亲不离情、养老在乡村、

享乐家门口。

一顿“热乎饭”暖了老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