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东南风 2 级到 3 级，最高气温

34℃，最低气温26℃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和面、压饼、

上色、烘烤、转运、包装……8月 2日，在

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关庄村河南尧山食

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一台台标准化

设备整齐排列，工人在流水线上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香喷喷的糕点一个个成型

出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关庄村紧临城区，集体经济薄弱。

2020 年，在石龙区委组织部、区乡村振

兴局的指导下，该村筹措资金 200 万

元，利用村里闲置土地建成占地面积

2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出租给河南

尧山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采取‘工厂+门店+村集体’

的模式，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 10 万余

元，提供就业岗位 40 余个。”关庄村党

支部书记关深意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石龙区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作为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重

要保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探索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促进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同时，该区整合各村集体

经济产业，突出产业选择和市场需求的

契合度，招引龙头企业，协同村集体成立

专业合作社，促进更多项目、资本、技术

反哺下沉乡村，将乡村资产、资源等要素

融入企业，实现“村企联营”，村级集体经

济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该区引导各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对村集体所有的林地、荒地等资源进行

有偿转让、承包、租赁，增加资金积累，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建立健全

村级集体闲置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指导

有条件的村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让沉睡资产变成集体经济

和农民增收的源头活水。

目前，该区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和产

业发展实际，形成了艾草深加工、食用

菌种植、肉羊养殖、食品加工等一大批

村集体经济产业，集体经济“空壳村”全

部消除，其中，年收入 5 万元以下的 1

个、5万元至 10万元的 4个、10万元至 50

万元的 13个、50万元以上的 6个。

集体经济“空壳村”全部消除
石龙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刘蓓）婚礼是人

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你是否因

为繁琐的筹备流程、流水般的费用

支出、父母亲朋的沟通不畅而烦

恼？是否想让这场爱情盛典多些

独特气质？现在机会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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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部门

主办，平顶山日报社、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承办的鹰城首届“文明中

国风”集体婚礼即日起开始报名。

青年是我市发展新经济、奋进

新征程的中坚力量。为保障青年

男女无后顾之忧，全力“拼经济”，

也为了继承传统美德，倡导移风易

俗，市委宣传部等 6部门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征集 15 对至 50 对新人，

举办有中式特色和纪念意义的集

体婚礼。

据平顶山日报社万人相亲工

作室负责人介绍，此次集体婚礼主

题是“情定金秋鹰城 共创美好未

来”，暂定于 9月 22日（农历八月初

八）上午 10 点在示范区市民广场

（音乐喷泉广场）举行，凡是今年在

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或下半年即将

结婚的新人均可免费报名参加。

婚礼为中式，根据我国传统婚礼仪

制，将进行开扇、跨鞍、撒谷、拜堂

等流程，还有来自市文广旅局的专

业演员进行民俗配乐和表演，拉满

仪式感。

此外，参与集体婚礼的新人将

被聘请为“移风易俗宣传大使”，收

到主办方准备的“新婚大礼包”，还

可在《平顶山晚报》进行结婚官宣，

留作纪念。

参与集体婚礼的新人无需准

备道具，服装、化妆、造型、现场氛

围布置等均由主办方负责，没有任

何 隐 性 消 费 ，喜 讯 电 话 ：0375-

2877520、13781062721。 此 外 ，此

次活动将是各类企业展示形象、提

升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欢迎各类商

家 洽 谈 合 作 ，财 富 热 线 ：

15516065520。

今年结婚的小伙伴快来加入吧

鹰城首届“文明中国风”
集 体 婚 礼 开 始 报 名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连续的暴雨

致河北省、北京市汛情告急，8月 2日凌

晨 5点多，平顶山市义工联蓝天救援队

紧急集结人员、装备，奔赴河北省保定

市涿州市救灾一线。这是连日来我市

驰援河北省的第 4支救援队。

“8月 1日下午3点多，接到涿州方面

打来的求援电话后，我们迅速从踊跃报

名的20多名队员中挑出13名，作为救援

的第一梯队。”该救援队教官胡延光说。

“这些队员大多参加过郑州 7·20、

卫辉 7·22 抢险救灾，有实战经验。”胡

延光说，除了 3 辆救援车外，他们还带

了 3艘冲锋舟、2部雷达探测设备和 4套

绳索等救援装备。

就在市义工联蓝天救援队奔赴河

北省的同时，我市已有 3支救援队先期

抵达河北省展开救援。

7月 31日中午，收到河北省邢台市

宁晋县的求助函后，宝丰县永安应急救

援队立即集结人员和救援装备。市永安

应急救援队副队长郭广辉得知消息后，

迅速与救援队会合。当天下午 2时许，

郭广辉、张冠旭、齐鹏越、张翱翔、周灿

隆、王建岭、南旭鹏、刘向南 8名骨干队

员带着冲锋舟等救援装备奔赴宁晋县。

当晚 12点，他们到达宁晋县大曹庄镇重

灾区，来不及休息，就加入到转移群众的

救援队伍中，一直忙碌到 8月 1日凌晨 3

点多，转移受困群众 100余人。随后，他

们转战到灾情更为严重的涿州市。

8月 2日凌晨 3点半，市永安应急救

援队队员鲁晓畔带领第二梯队的 4 名

队员连夜奔赴涿州市，与队友会合。

2日下午4时许，记者与郭广辉取得

联系时，他和队员正在涿州市开发区的

卢家场村附近救援。由于信号较差，记

者从时断时续的电话里了解到，那里灾

情严重，方圆几十平方公里一片汪洋，水

最深处达4米多，大量群众急需转移。

“我刚带着一艘冲锋舟，转移出了

一家四口，其中一个还是襁褓中的婴

儿。”郭广辉说，另一组人员到 6公里外

去接一名刚做完手术的病人，这个病人

家中的氧气用完了，急需送往医院。

当记者问及如何解决吃饭住宿问

题时，郭广辉说，8 月 1 日晚，当地街道

工作人员和居民给他们送来了面包、火

腿肠、矿泉水、方便面等食品。忙到半

夜时，当地一家足疗馆的老板为他们提

供了免费住宿。

截至 2 日下午 4 时许，这支救援队

已在涿州市转移 200余名受困人员。

8月 1日下午 2点，新华区蓝天救援

队队长曹阿杰带领 6 名队员抵达河北

省邢台市任泽区骆庄乡。截至 2 日下

午 5时许，该救援队已安全转移 67名受

困人员，接下来将驰援北京灾区。

8 月 1 日晚 7 时，接到涿州市应急

管理局的求助，新华区海豚救援队在

队长孙辉带领下，迅速集结 18 名队员，

带着冲锋舟、救生圈等救援装备连夜

奔赴涿州市。截至 2 日下午 6 时许，该

救援队已安全转移 300余人。

温馨提示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

赵洁宁）10 元一盒的香烟、260 元

一桌的饭菜……8 月 2 日，郏县东

城街道渔池社区居民王先生为儿

子举办了一场“寒碜”的婚宴。

王先生从事货运，手头相对宽

裕，为啥这样办喜事呢？原来，这

是红白理事会规定的标准，再有钱

也不能破坏规矩。

“总共摆了 12桌，鸡鱼都有，礼

金最多 200元，大家都觉得轻松愉

快。”王先生说。

渔池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金国

说，以往村里办红白喜事每桌至少

18 个菜，有的随礼上千元，烟酒档

次也是就高不就低，很长一段时间

里村民攀比之风盛行，饭菜浪费严

重。现在有了红白理事会，对彩

礼、宴席有严格规定，家家户户有

事必须到红白理事会报备。

近年来，东城街道以移风易

俗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乡风文明

建设，以基层党建为平台，引导辖

区 6 个农村社区建立了红白理事

会，充分发挥其宣传、带头、监督

作用。

今年前 7 个月，6 个红白理事

会累计协助群众办理红白喜事 30

余起，节省资金近 50 万元，以“小

组织”理出了“大文明”。

东城街道红白理事会：

“小组织”理出“大文明”

本报讯 （记者程照华）7 月 31

日，市房产事务中心发布通知，我

市 2023年第二批次公共租赁住房

开始选房分配，市内 5区符合保障

条件的 242个家庭 487人被纳入保

障范围。

据市公租房运营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王济斋介绍，本次分配的

房源涉及德馨苑公租房小区、蓝欣

家园公租房小区、东方明珠公租房

小区和恒盛铭座公租房小区，共计

242 套。户型为两室一厅或一室

一厅，面积在 45 平方米至 60 平方

米之间。租金根据区域不同每月

每平方米 4元至 6元。

“公租房分配事关住房困难

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严格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分配，

优先照顾特殊困难家庭。此批公

租房将于 8 月 5 日前分配到户，下

周 办 理 交 房 入 住 手 续 。”王 济 斋

说，我市公租房申报不限制户籍，

群众可通过公租房掌上 App 提交

申请，由系统进行逐级审核，“需

要提醒的是，公租房为政府建设

和 运 营 的 保 障 性 住 房 ，只 租 不

售。同时，公租房申报审核过程

不收取任何费用，承租期间严禁

转租、转让、出借和从事其他经营

活动”。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住房

保障力度，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同

时进一步降低申报门槛、简化申

报材料、优化申报程序、提高办事

效率，助力越来越多的人实现“安

居乐业”。

今年第二批 242套
公 租 房 开 始 分 配

8 月 2 日，湛河区曹镇乡曹东

村村民在给稻谷施肥。

时下正值稻谷生长的关键时

节，我市多有降雨，曹镇乡农户纷

纷利用良好墒情给稻谷施肥，确保

秋粮丰收。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趁墒施肥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4961924 广告刊登：4963338 发行服务：4965269 平报购时惠：8980198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5元

8 编辑 彭雪姣 校对 常卫敏综合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E-mail:rbwztp@pdsxw.com

赓续历史文脉 焕发曲艺新生

同舟共“冀”共克时艰

我市多支救援队驰援河北

转移被困群众 救援队供图

（上接第一版）

2017年，“积极创建中国曲艺名城”

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锚定目标，笃

行实干，我市通过建设一批演出场所、

组织一批群众活动、培养一批曲艺人

才，抓重点、求特色，全面提升曲艺发展

的软硬件实力。

实至，而后名归。2018 年，新华区

被中国曲协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成

为继宝丰县之后我市第二个“中国曲艺

之乡”。两年后，河南省首个“中国曲艺

名城”落户平顶山。

载誉奋楫行

“中国曲艺名城”“中国曲艺之乡”

落户平顶山，是对昔日成绩的有力证

明，更是持续打造曲艺特色品牌的强大

引擎。备受瞩目的平顶山，如何深化推

进“中国曲艺名城”建设工作？

持续强化完善机制，各项保障措施

有力——

我市调整了“中国曲艺名城”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任组长，明确相关职责部门负责日常建

设管理工作，分工协作，共同推动平顶

山市“中国曲艺名城”建设向更高的目

标迈进。

《平顶山市曲艺事业发展五年规

划》《平顶山市“中国曲艺名城”管理办

法》的制定出台，使“中国曲艺名城”建

设工作有计划、有重点、有安排，从制度

上确保全市“中国曲艺名城”健康有序

发展。

政府全力支持“中国曲艺名城”建

设，持续投入充足资金用于曲艺文化发

展工作，成功举办多项重大曲艺活动。

扎实推进阵地建设，为曲艺发展夯

实根基——

我市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挂牌成立

平顶山市曲艺活动中心，建成中国曲艺

交易中心、刘兰芳艺术馆等重点项目，

成立全国首个说唱类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

验区。打造了一支有影响力的鹰城曲

艺人才队伍，全市目前国家级、省级、市

级曲协会员分别为 71人、84人、322人。

“新华区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优

势正逐步转化为文化优势。”新华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副区长宋笑前说，目前

新华区在商业街区打造了“鹰城曲艺剧

场”，在社区建起了“曲艺角”，在市工人

文化宫开办了曲艺公益课堂……让市

民在休闲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曲艺文化

的活力与魅力。同时，组织形式多样的

曲艺进校园活动，充分发挥“曲艺小童

星”的示范引领作用，目前仅体育路小

学就有快板、相声、评书（故事）3个兴趣

小组，有 60多位同学参与。

不遗余力举办群众活动，营造浓厚

说唱氛围——

“我们坚持‘曲艺从人民中来，到人

民中去’，三年来，全市共开展各类曲艺

活动 300余场，惠及群众数十万人。”市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虎静说，我市 50余

件曲艺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市曲协

两次被河南省曲协评为优秀团体会员，

三次获得河南省曲协颁发的大型曲艺

活动优秀组织奖。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庆祝建

党百年、乡村振兴、文明创建……围绕各

项中心工作，我市举办了“走进新时代迈

进新征程”文艺轻骑兵进基层演出活动、

“永远的航标”——走进革命老区文艺巡

演，开展了曲艺人助力乡村振兴文艺志

愿服务，实施了“中国曲艺名城”助推文

明鹰城“艺”起来行动计划。多彩的惠民

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的方

针政策、创新理论送入万家。

古韵焕新生

7月 29日，在位于新华区的市青少

年宫少儿相声快板培训基地，20多位小

“曲迷”的暑期培训结课了，他们纷纷展

演学习成果。

“高高山上一老僧，身穿衲袍几千

层。”10 岁的阎仔珩手打花板，字正腔

圆，献唱传统曲艺选段——《玲珑塔》，

引得大家一致称赞。台下的小观众目

不转睛，听得津津有味。

“通过近一个月的学习，大部分学

生能够掌握大板小板的基本打法，以及

《河南都有啥》《小华》等简单小段。”市

曲协副秘书长、基地培训老师李亚辉

说，像阎仔珩这样有 5年曲艺学习基础

的，正在练习剃头点、转板、抛板等技术

活儿，为参加 8月份的河南省少儿曲艺

大赛作准备。

市青少年宫的少儿相声快板培训

已开展 20 余年，累计免费培养学生数

百名。当年的诸多学生如今已成为鹰

城曲艺事业发展的骨干，市曲协副主席

祁东旭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一名 90 后，祁东旭已屡摘国

家级赛事桂冠，在鹰城曲艺圈小有名

气。如今，除了协助管理市曲协日常事

务外，他也在从事曲艺培训工作。“我和

李亚辉老师一样，幼时在市青少年宫接

受了陈宝安老师的曲艺启蒙教育，如今

都紧握曲艺教育传承的接力棒。”祁东

旭动情回忆道，“陈老师生前最大的愿

望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曲艺、爱上曲艺。

我们现在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为全力支持曲艺的新老传承，我市

先后在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学院建立

“中国曲艺名城”创演培训基地、平顶山

市曲艺文化传承基地，在全市建立各类

曲艺基地 20 余个，成立家庭曲艺传承

所 26 个、省级示范性传习所 2 个，培育

了一大批地方曲艺名家、民间曲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如

今，在大数据与智能化技术的驱动下，

曲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都多。面向未来，我市积极探索

曲艺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数字化保存。我市大力推进数字

化记录工作，录制曲艺节目 3500 多小

时 ，记 录 500 余 万 字 ，整 理 数 字 资 料

14T，完成了从 1986 年至今马街书会上

会艺人信息整理补充，并以公共文化云

平台为依托，开设“数字化场馆”等多个

线上服务模块，正在积极实施 3个国家

级非遗项目、1个省级非遗项目的调查

立档、传承实践、宣传展示、文艺创作等

保护性工作。

网络化传播。为适应媒体发展变

化趋势，迎合大众欣赏习惯，传统的说

唱艺术触网探路，开辟线上渠道。今年

初，“书说天下 唱响万家”马街书会系

列活动在新媒体平台推送视频 500 多

条，网友点赞评论破万，马街书会专区

累计播放量突破一亿次。此外，我市多

场“村晚”入选文旅部全国“村晚”平台

展演，众多优秀曲艺节目通过云平台得

以广泛传播。

产业化发展。发展文化产业，是激

发传统文化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也是

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

义。新华区全力建设鹰城曲艺美食街，

以曲艺文化助力饮食产业，探索曲艺市

场化运作模式，着力打造“网红打卡

地”。宝丰县推动曲艺与魔术、杂技、歌

舞等融合发展，衍生出魔术道具、灯光

音响等关联产业，带动就业近 6 万人，

成为全省甚至全国曲艺文化产业化发

展的典范。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继续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发展

面向基层群众、彰显鹰城特色的曲艺文

化，不断开创平顶山曲艺事业新局面，为

中国曲艺事业发展贡献平顶山力量。”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刘文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