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2023年9月23日 星期六 E-mail:rbwztp@pdsxw.com 编辑 彭雪姣 视觉编辑 张梦珠 校对 李赛

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风 3级左右，

最高气温22℃，最低气温17℃

本报讯 （记者刘蓓）跨马鞍、走鹊

桥、撒五谷……9月 22日上午，“情定金

秋鹰城 共赴美好未来”宝丰酒杯鹰城

首届“文明中国风”集体婚礼在市民广

场举行，18对新人感受了一场中式婚礼

的浪漫。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

时。当天上午，市民广场洋溢着喜庆的

氛围。集体婚礼现场的主背景格外吸

睛，一对龙凤呈祥的景观造型搭配中国

红的百家姓，简约而不失庄重。10 点，

随着市文广旅局的专业演员吹响唢呐

《百鸟朝凤》，在父母亲友的共同见证

下，18对身着中式礼服的新人携手进入

婚礼现场。

“一拜天地，天地为鉴，喜结良缘；

二拜高堂，两姓永好，子孙满堂；三拜，

夫妻对拜，琴瑟和鸣，携手百年！”18 对

新人在司仪的引导下，通过跨马鞍、走

鹊桥、撒五谷、行拜堂之礼等一系列中

式传统婚礼仪式盟誓天地，以中国人特

有的浪漫方式诠释爱情与承诺。礼成

后，5名专业演员上台表演了豫剧《抬花

轿》选段，将气氛再次推向高潮。

作为证婚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光表示，18 对新人用实际行动弘扬

和践行低碳环保、绿色生态的生活理

念，传递和倡导时尚文明、勤俭节约

的婚恋新风，为人生留下精彩一页，

也为鹰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

勃勃生机。他祝福新人白头到老，永

结同心。

作为主婚人，平顶山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刘泉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文明家庭建设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

要内容。在我市创文的重要节点，举办

这场隆重而温馨的中式集体婚礼，正是

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推动红事简办、

喜事新办在鹰城大地蔚然成风。

“这次集体婚礼优雅庄重而又简约

适度，在倡树了文明婚俗新风尚的同

时，也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人

代表杨征笑着说，“对于我们来说，参加

集体婚礼不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多少年以后回顾此情此景，

我们一定会为成为文明新风的倡导者

和践行者感到荣幸和自豪。”杨征目前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研究生，她的

丈夫张恒基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两人相

恋多年，终于携手步入婚姻，开启人生

新篇章。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 18对新人颁发

了“移风易俗宣传大使”聘书，并送上新

婚礼包。

本次集体婚礼由市委宣传部、市民

政局、市文广旅局、市总工会、团市委、

市妇联联合主办，平顶山日报社、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承办，宝丰酒业有限公

司总冠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平顶

山市分公司协办，启灿珠宝、唯爱婚纱、

凯盛家纺友情支持。

18对新人感受传统浪漫

鹰城首届“文明中国风”集体婚礼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9月 22

日，市城市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新

华区、卫东区、湛河区城管局，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市城管局静态交通

执法机动大队切实做好中秋国庆节

期间静态交通服务型执法工作。

9 月 29 日 7 时起至 10 月 7 日 7

时，我市静态交通执法部门将在平

顶山城市建成区主次干道和人员

集聚区的商业区域、休闲区域、游

览区域，认真落实住建部“721工作

法”，最大限度为市民营造安全、畅

通、规范、有序的交通环境。

通知明确，外地来我市探亲访

友或从事商业活动的车辆，轻微违

章，不予处罚；本地在外创业就业

返乡人员的车辆，轻微违章，不予

处罚；对未造成交通拥堵、不影响

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轻微违法

停车行为，采取口头警告、教育劝

离等方式执法，不予处罚；群众举

报投诉、影响其他行人和车辆通行

的违停车辆，只要车主及时纠正违

停行为，可不予处罚；车辆单排顺

向停靠在双向四车道以上宽度的

道路两侧，暂不作违停处罚。严重

堵塞交通，通知车主挪车不予理睬

的，或者无法联系到车主的车辆，

按照执法程序处罚或拖移。

五不罚一处理

“双节”期间我市静态交通执法有变化

9 月 22 日早上不到 5 点，叶县廉

村镇王店村 75 岁的华丽就起来做饭

了。刚过 6点，吃完饭后，她来到村外

的辣椒田里，拿起地头的桶和鱼皮袋，

开始熟练地采摘……“我来的时候，这

里已经有二三十个人了。”她说。

王店村今年种植了 2000 多亩（1

亩≈666.67 平方米）辣椒，是廉村镇最

大的“辣椒村”。放眼望去，一块块辣

椒田里，鲜红的朝天椒犹如一团团跳

动的火，又像一朵朵赤色的花，将秋天

的田野装扮得格外喜庆。

华丽是为种植户郭彦池采摘辣椒

的，郭彦池今年一共种植了 100 多亩

辣椒。

当天上午 10 点多，田地里已经有

60 多名采摘人了。华丽的鱼皮袋满

了，桶也满了，于是来到地头，那里已

经放置了台秤。“按照每公斤 6毛钱的

采摘价格，过完秤现场发报酬，称一笔

就给一笔。”郭彦池说。

“趁着天气凉快，再干半天。”华丽

收过 35元钱后，又掂着空桶和鱼皮袋

进了田。

“这两天玉米收完，我们就全面开

始采摘了。”该村党支部书记高要秋

说，今年雨水多、晴天少，辣椒采摘期

与玉米收获期碰到了一块。

与此同时，距离王店村不远的乔

庄村，田地里有 30 多人在采摘。“今

年，俺村的辣椒与全镇一样，长势格外

好。”该村党支部书记乔团伟说。

该村共有 1400 多亩地，种植辣椒

400 多亩，其中村集体种植 60 亩。专

家估计，亩产干椒 300公斤左右，亩均

纯收益 2000 多元。“仅此一项村集体

就能增收十几万元。”乔团伟说。

“今年得多囤些干辣椒。”站在田

头，王三寨村党支部书记张要军信心满

满地说。去年，他囤了近 1万公斤干辣

椒，放了不到半年，每公斤多卖4元多。

张要军属于返乡创业者，头脑活，

去年引进种植户示范带动全村种植辣

椒 800 多亩。今年，该村新添了两个

炕，专门用来炕辣椒。

据该镇党委书记程英豪说，今年，

全镇辣椒种植面积达 2.5万亩，田地里

铺设了滴灌，还经常开展技术培训，村

村辣椒呈现丰收景象。

当天下午3点，该镇在沙渡口村召

开来年辣椒产业订购会，动员各村种

植线椒，为加工项目筹备“口粮”。目

前，投资上千万元的辣椒深加工项目

已经在该村投产。（本报记者 杨沛洁）

火红辣椒，映红致富路

金秋八月瓜果香，载歌载舞庆丰

收。今天是秋分日，也是第六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我市各地将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看丰景、说丰年、庆丰收，礼

赞劳动、致敬农民，共同描绘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

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亿万农民

用勤劳的双手和收获的五彩果实装点

这个节日。以农为本、以节为媒，中国

农民丰收节成为弘扬农耕文化、推进乡

村振兴、期盼国泰年丰的文化符号。

在丰收节里，我们喜看“三农”新

变化变化。。6 年来，在中央、省委、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强领导下，，我市我市 512512 个贫困村全部退个贫困村全部退

出贫困序列出贫困序列，，叶县叶县、、鲁山县相继脱贫摘鲁山县相继脱贫摘

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积极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以汝州生猪、舞钢肉

鸽、宝丰乳业、郏县红牛、叶县硒麦、鲁

山食用菌为主的“一县一业”格局基本

形成；大力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掌上

种地、无人机喷洒农药、机械化收割等

成为田间地头的新景象，农业更高效、

更智慧；热情拥抱新媒体新技术，土特

产踏“云”出山、走向全国，手机成为新

农人的新农具。

在丰收节里，我们精心描绘和美

乡村新画卷。我市深入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深挖农耕文化，广大农村正

在变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家园；更新经营理念，推进三

产融合，农业产业链条拉得越来越长，

农业发展更有力，农民腰包更鼓；以

“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学好用活“千

万工程”这一生动教材，大力实施“十

百千万”和美乡村建设行动，推动乡村

建设从外在美向内在美、宜居美向宜

业美、颜值美向价值美转变，一幅幅村

美、人和、业兴的美丽画卷正在鹰城大

地徐徐铺展。

中国农民丰收节，记录着“三农”发

展的铿锵足迹，寄托着广大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看丰景、庆丰收、绘和美，

农民的心情如花开，农民的生活似蜜甜，

农村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

让我们一路欢歌，奔向美好的明天。

朱丙强

看丰景 说丰年

9月 22日，位于鲁山县西部山区

的赵村镇小尔城村，百亩（1亩≈666.67

平方米）稻田黄澄澄的，多姿多彩的

乡村秀美画卷引来不少游客打卡。

小尔城村素有种植水稻的传统，

自清朝康熙年间耕作沿袭至今，目前

有稻田 400余亩。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欣介绍，

全村以黄姓居多，该片水田系黄姓祖

先由江西迁此后开垦，300多年来耕

作不辍。每年插秧季节，全村老少齐

上阵，亲帮亲、邻帮邻，还有不少外村

外姓前来帮忙。

谷雨前后开始育秧，5 月初引水

灌田插秧，主要程序有分秧、平土、施

肥、扦插等，通常持续一周左右。6

月、7月稻谷拔节抽穗，至农历八月十

五左右，出现满目金黄的丰收景象。

稻谷亩产量一般在 600公斤左右，可

碾制大米 400 余公斤。大米颗粒饱

满，味道香醇，除了自给自足外，还有

不少销往周边乡村。每年插秧和收

稻季节，不少城里人前来观光体验。

2022 年底，波澜壮阔的脱贫攻

坚大剧《山河锦绣》在央视播出，这部

电视剧中连片的稻田拍摄取景地就

在小尔城村。

当天，村民张新春沿着田埂查看

水稻长势。“我种了 4亩水稻，已经熟

了，正准备收割。这段时间可热闹

了，天天有人来拍照、拍视频。”他说。

“小尔城水稻早已名声在外，特

别是去年《山河锦绣》在这里取景后，

名气更大了，游客络绎不绝。我们也

从中看到发展机会，准备以此带动旅

游业发展，先在稻田间修一条‘网红

路’，再在周围种植 200亩油菜花，春

天、秋天都有景，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观光休闲。”黄明欣说。

如今，小尔城村这片 400多亩的

稻田，已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远处的青山、绿树，近处的村庄，以及

金灿灿的稻田，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

水田园画卷。

市民朱青在抖音上看到小尔城

村稻田美景后，当天特地和兄弟姐妹

带着 91岁的父亲和 86岁的母亲到现

场游玩。“真不错，比抖音上还好看，

爸妈可开心了。”朱青说。

国庆节期间，小尔城村水稻开始

大规模收割。“欢迎大家假期来小尔

城，体验传统的水稻收割方式。”黄明

欣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金黄稻田，铺展新画卷

本报讯 今年9月，国务院反假

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全国

组织开展以“防范假币 保护自我”

为主题的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郑

州银行平顶山分行提醒您：爱护人

民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要

坚决打击制贩假币的违法行为。

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旨

在提升全社会的反假货币意识，营

造良好的人民币流通环境。

日常生活中应爱护人民币。

不要在人民币上涂抹乱画；不要把

人民币放在墙角，避免受潮或虫

蛀；收付人民币时切勿乱揉乱折；

大量现金请尽快存入银行。

构建和谐人民币流通环境。

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拒收现金。

打击制贩假币的违法行为。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货

币。出售、购买、运输、持有假币均

是违法行为。

反假货币，人人有责，防范假

币，保护自我。中国人民银行微信

公众号已于9月 11日起推出系统宣

传作品，敬请关注。（张秀玲 王羽佳）

郑州银行平顶山分行提醒：

爱护人民币是你我的义务和责任

本报讯“咱叶县公安太给力

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近日，在叶

县公安局洪庄杨派出所，李丽（化

名）领回被骗的钱款后激动地说。

4月 10日，洪庄杨派出所接到

李丽报警称，自己被人在网上诈骗

了十几万元。民警根据其描述，梳

理了案发经过。

2022年 3月，李丽初次在抖音

开设直播，渐渐与直播间中自称“王

老师”“抖爸爸”的人熟络起来，并添

加二人为微信好友。李丽不时向二

人讨教直播技巧，并在二人的“指

导”下，通过转账的方式累计将 18

万元转入二人微信账户。交易完

成后，二人将她拉黑了。

通过侦查，警方发现“王老师”

“抖爸爸”为同一个人，并很快锁定

湖南籍诈骗嫌疑人文某，立即远赴

千里展开抓捕，最终在湖南省慈利

县某小区内将文某抓获。案件侦

破后，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现金 10

余万元送回李丽手中。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王少军 黄少华）

主播被骗十几万元 叶县警方千里追回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9 月 22

日上午，全市物业管理进社区现

场推进会在新华区召开。副市长

刘文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文祥一行先后到新华区西

市场街道团结路社区北团小区、西

高皇街道园林路社区高皇花苑小

区、湛河北路街道文园社区和园小

区，实地察看 3种物业管理进社区

模式。

在听取新华区关于物业管理

进社区工作汇报后，刘文祥指出，

物业管理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质量服务群

众的重要抓手。各区各有关部门

要统一思想，直面问题，善作善为，

增强物业管理服务责任感，全力以

赴推进物业管理进社区工作。

刘文祥强调，要明确重点，精

准发力，大力推进老旧小散小区整

合，加快业主自治组织组建，加强

物业企业培育引导，积极推动物业

管理提质升级，特别是搭建企业服

务平台，引进优质物业服务企业；

与老旧小区改造相结合，延长综合

管理和服务链条。要精心组织，密

切配合，强化组织领导，抓紧成立

物业管理工作组织机构；细化工作

措施，制定物业管理进社区工作方

案；做好资金保障，加强督查督办，

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

见效。

刘文祥在全市物业管理进社区现场推进会上指出

搭建企业服务平台 确保措施落地见效

9 月 21 日，新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工作人员在一家超市内查看

月饼质量。

中秋临近，为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该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个

月饼生产和销售企业，针对月饼质

量、价格以及过度包装等问题开展

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查看月饼质量

丰收在望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洪涛常洪涛 摄摄

夫妻对拜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