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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巫 鹏 通 讯 员 朱 亚

旭）在八一建军节来临前夕，7 月 30 日

上午，县委书记王代强带队到七三四

处、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武部、县武警

中队走访慰问。

王代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

民向广大官兵、消防指战员致以节日问

候和崇高敬意，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

他指出，长期以来，驻宝部队、消防指战

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广大官兵、消防指

战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理想信

念，培植浓厚为民情怀，继续发扬能征

善战、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练好本领、

履职尽责，为宝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再立新功。县委、县政府将持续推进新

时代双拥工作，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

设，全力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

章。

7 月 30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海亮带队先后到市消防应急救援支

队、武警平顶山支队，向驻平官兵送上

节日祝福，感谢他们对宝丰县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

每到一处，刘海亮都同官兵亲切交

谈，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发

展。刘海亮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发展，继承和发

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不断巩固深化

“双拥”共建成果，全面做好各项服务保

障工作。

宝丰县开展八一走访慰问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朱

亚旭）7 月 24 日下午，宝丰县召开

汝窑陶瓷产业发展专班推进会，贯

彻落实全市陶瓷产业和文化传承

工作推进会精神，对汝窑陶瓷产业

发展进行再部署，推动汝窑陶瓷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县委书记王代

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领导王浩、

申红霞、阿卫国出席会议。

会上，县市场监管局、汝瓷发

展中心、大营镇、龙王沟示范区作

工作汇报；汝窑陶瓷大师、企业、直

播间代表先后发言。王代强与大

家深入交流，分析问题瓶颈，研究

解决方法，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

发展共识。

就下一步全县汝窑陶瓷产业

的发展，王代强指出，一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发展陶瓷产业是市委

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和全省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具体行动。宝

丰县作为全市陶瓷产业的核心产

区，自身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鲜

明的文化特色、突出的发展潜力，

一定要立足自身优势，坚定信心决

心，抢抓政策机遇，认真梳理汝窑

陶瓷文脉延续，加强汝窑陶瓷文化

保护传承，加快汝窑陶瓷产业发展

步伐，将汝窑陶瓷产业打造成全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二要进一步加快项目进度。

项 目 是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的 动 力 源

泉。汝窑陶瓷产业发展专班要树

牢项目意识，强化协调调度，进一

步明确重点、加快进度、梯次培育，

尽快形成项目带动产业发展的规

模效应。

三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引领。

要抢抓汝窑陶瓷产业发展机遇，突

破思维定式，加强交流学习，注重

人才培育，坚持推动汝瓷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创意设

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汝窑陶瓷

产业做大做强。

四要进一步夯实组织保障。

要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机制保障，

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宝丰县汝窑陶

瓷产业与文化传承工作迈上新台

阶，为全市陶瓷产业发展贡献宝丰

力量。

分析问题瓶颈 研究解决方法

宝丰县部署汝窑陶瓷产业发展工作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

洪昌）7 月 26 日晚，宝丰县城街心

花园歌声嘹亮，欢声笑语，宝丰县

“千名文化志愿者下基层”庆八一

文艺演出活动吸引了城区退伍老

兵、附近市民 300余人观看。

演 出 在 军 乐 队 合 奏 中 拉 开

帷幕。歌曲《映山红》，小品《母

亲》，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诗

词朗诵《沁园春·雪》《军魂》，豫

剧选段《包青天》《朝阳沟》，河南

坠 子《巨 轮 扬 帆》等 节 目 轮 番 上

演 ，高 潮 迭 起 ，掌 声 喝 彩 声 此 起

彼伏。

此次活动由平顶山说唱文化

（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县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天马百姓舞台

承办。活动旨在庆祝八一建军节，

弘扬拥军强军主旋律、传递社会正

能量，同时也让群众享受更加丰富

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幸福感

和获得感。

文艺演出庆八一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唐

泉锦）7月 18日，在宝丰县肖旗乡解

庄村东，该村党支部书记解建军和

村防汛应急队队员组织挖掘机和车

辆对干渠中的杂草进行清理。“河道

水位上涨，得赶紧收拾收拾杂草，不

能影响正常行洪，否则可能会淹没

河两岸的玉米地。”解建军说。

肖旗乡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筑

牢汛期“安全坝”，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乡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召集

应急救援队伍，部署防范措施。乡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组成防汛应急工

作领导小组，带领乡党员干部连夜

下沉到各村，指导并协助村“两委”

开展防汛工作。

该乡组织乡、村干部 24小时值

班值守，28 个建制村常态化开展雨

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及时

巡查村庄内涝点、漫水桥等隐患点，

目前已排除风险隐患 28 处。各村

提前准备转移安置地点，对五保户、

留守老人、居住低洼处群众、危旧房

屋逐一入户排查，共除隐患点 6处，

转移村民 6户 8人。

该乡安排监测员对辖区内的 6

条河流、3个山洪危险村隐患点进行

密集巡查。乔庄、袁庄、解庄等村组

织排涝机具和人员对地势低洼的农

田进行积水抢排，对田间沟渠和通

河沟渠进行疏浚，做到排水通畅。

该乡科学调度应急储备物资和

力量。乡级常备一支 50 人的应急

抢险队伍，28 个村组建了 28 支共

560 人的村级防汛应急队，并准备

防汛机械车辆、挖掘机等设备 10台，

储备铁丝 500公斤、编织袋 5000条、

麻袋 500 条、救生圈 85 个、救生衣

90个、冲锋舟 1艘等防汛物资。

“肖旗乡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

维，从严从细从实打好防汛备汛主

动仗，确保群众安全度汛。”宝丰县

委常委、肖旗乡党委书记夏上说。

做好河道疏浚 备足防汛物资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郭

文华）“报告指挥长，第二组应急抢

险小分队在泥河白庄村段南岭区域

排查发现山体滑坡风险，急需立即

转移群众，报告完毕，请指示！”“按

照山洪灾害群众转移避险应急预

案，立即执行！”这是 7月 12日上午，

在宝丰县商酒务镇举行的地质灾害

应急演练中的场景。

此次演练地点选定在白庄村地

质灾害隐患点，模拟背景为受连续

强降雨影响，该地质灾害隐患点发

生滑坡险情，严重威胁周边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商酒务镇山洪灾害

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发

布抢险命令，紧急集合应急救援队

伍 40 余人，迅速到达现场开展救

援，转移群众。

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开始。

各应急抢险队伍迅速集结，按照应

急预案分工，疏散引导组有序组织

群众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快速撤

离；抢险救援组迅速赶赴现场，对被

困人员进行搜救和转移；医疗救护

组对受伤群众进行紧急救治；后勤

保障组则为受灾群众提供食品、饮

用水等生活物资保障。在各小组的

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受灾群众

全部安全转移并得到妥善安置。

此次演练不仅切实增强了镇、

村干部的安全观念和自然灾害抢险

意识，而且锻炼了参训人员的应急

救援速度和现场处置能力。

“我们将持续加强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不断

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调度

应急力量，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确保

河湖安澜、群众安全。”演练指挥长、

商酒务镇党委书记郭书东说。

以练备战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本报讯 （记者巫鹏）“这些天经常

下大雨，我转移到了在安全地带的儿

子家，不用提心吊胆了。”7月 17日，宝

丰县李庄乡下丁村核桃树组村民张炎

兴说。

张炎兴居住的窑洞位于下丁村核

桃树组滑坡隐患点，属于地质灾害隐

患重点监测点，一旦遇到强降雨，有滑

坡风险。该县自然资源部门和李庄乡

党委、政府加强监测，及时行动，将该

隐患点附近村民提前进行转移。

汛期来临，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该县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狠抓隐患排查，强化

监测预警。

该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王月霞介绍

说，该县纳入监测范围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共 40处，主要有崩塌、滑坡、地面塌

陷 3 种类型，其中地面塌陷隐患点 31

处，崩塌隐患点 3处、滑坡隐患点 7处。

“我们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雨后复查，加强风险预判，及时掌握重

大隐患动态变化。”王月霞说，该局派

出 7 个工作组 35 名工作人员，由局领

导分片区带队，到各个地质灾害隐患

点进行实地勘察，进行风险研判。

该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通信畅通，并

做好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及时上报

情况；同时，抓实抓细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强化预警预报工作精准性。密切

关注雨情，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截

至目前，该局已联合气象部门发布预

警信息 8次。

该局还注重加强群众避险转移，

坚持以防为主，按照“主动避让、提前

避让、预防避让”的要求，确保群众应

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截至目前，该局已转移地质灾害

隐患点附近群众 51户 97人。

为扩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普及度

和防灾避险能力，该局邀请河南省地

矿局矿产资源勘查中心专家为全县各

乡镇 80 余名地质灾害防治监测员进

行专题授课；组织宣传员深入地质灾

害点附近村落，发放地质灾害宣传单、

图册、《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宣传地

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法律法规、防灾

责任及应急处置知识，提高群众防灾

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防灾责任重于泰山。我们将持

续紧绷地质灾害防治这根弦，密切关

注雨情变化，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

力，全力以赴打好地质灾害防治这场

硬仗。”宝丰县副县长陈国辉说。

防范地质灾害 确保安全度汛

宝丰县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海楠）

“叔，恁家房子漏不漏雨？院子里的雨水排

得顺畅不？要是家里有啥困难，记得随时

给我打电话。”7月 30日上午，在李庄乡外

口村特困供养户程长立家，该村党支部书

记史磊和包村干部陈军辉一起察看老人的

住房情况。

当天，史磊、陈军辉详细询问老人家里

的住房情况和防范措施，仔细检查每一个

可能存在的隐患。

外口村地处程寨沟灰库下游，村内河

流水系丰富。为了做好防汛工作，该村党

支部书记史磊带领村“两委”干部提前谋

划、制定防汛应急预案，并组织一支由党

员、村干部、村民组成的 30 人防汛应急队

伍，同时组织人员对村内水库清障除杂，检

修全村电路设备，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我们乡有河流 3条，小一型水库 1座，

灰库1座，山洪和地质灾害点15个，整体防汛

任务较重。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开展防汛演

练两次，转移村民95户 229人，时刻紧绷汛

期安全弦。”李庄乡二级主任科员郑书参说。

李庄乡还要求26个村（居委会）完善防

汛应急预案，组建乡、村两级 27 支防汛队

伍，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对各村鳏寡孤独等

特殊群体的住房进行再次排查；安排 50余

名党员组建防汛突击队在程寨沟居委会和

外口村搭建防汛值班点，实行 24小时值班

值守，监测雨情水位，安排群众及时转移。

“ 我 们 将 持 续 保 持 实 战 状 态 ，按 照

‘123’‘321’防汛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加强

值班值守、监测预警、巡查防守等工作，确

保第一时间实施防汛应急处置措施。”李庄

乡党委书记冯宇航说。

排查隐患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马

启萌）“稍息、立正、向后转……这

位同学的动作很标准。”“大家看好

了，我现在教大家灭火器的正确使

用方法。”7月 23日，在宝丰县周庄

镇东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暑期

特训营的队员在教练的指导下进

行训练。

此次特训营旨在解决家长暑

期“看护难”问题，由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及本村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

实践团队为教师资源，并邀请相关

部门专业人员，带领 30 多名儿童

开展体育、绘画、安全教育、趣味活

动、非遗知识讲解等课程，以多样

的主题活动课培养儿童创造能力、

动手能力、身体协调能力以及社会

适应能力。此外，志愿者还为中小

学生提供课业辅导等服务。

“经开会讨论，我们村决定举

办此次特训营，让孩子们走出家

门，集中学习、锻炼，培养自信、自

立、自强的优秀品质。”东黄村党支

部书记宋占伟说。

暑期特训营开营
周庄镇东黄村孩子过上别样假期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祁

亚娟）参观相关科室、体验中医技

术……7月 24日上午，共青团宝丰

县委联合宝丰县中医院举办“传承

千年智慧 守护群众健康”中医药

文化服务月活动，80 名返乡大学

生走进宝丰县中医院，开启了一场

“沉浸式”中医药文化体验之旅，近

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神奇魅力和中

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该院治未病中心主任王献之、

皮肤科医师王诗蕴分别以《中医治

未病》《只要青春不要痘》为题，为

学生们分享了中医保健知识及痤

疮问题的中医治疗和预防，并详细

示范讲解日常养生保健穴位。

大学生们实地参观了该院治

未病中心、针推科、皮肤科、儿科等

科室，并体验了推拿、艾灸、穴位贴

敷等中医适宜技术。

80名返乡大学生体验中医药文化

7月 24日，在宝丰县石桥镇西大庄村

的瓜果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贾书果忙着

采摘黑布林李子。

该基地占地 50 余亩（1 亩≈666.67 平

方米），种植有李子、桃、西瓜、甜瓜等水

果。除了依靠口口相传的良好口碑销售

瓜果外，贾书果还在短视频平台分享顾客

品尝水果的真实感受，达到“线上+线下”

全方位互动，成为“新农人”中的领头羊，

让特色种植和网络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李

子

丰

收

全力保障安全加强汛期防范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王

兆夕）7 月 31 日，从宝丰县文联传

来消息，近日，经专家认真遴选，59

个节目在全省各市曲协及有关单

位初选报送的 132 个节目中脱颖

而出，入围第十四届河南省少儿曲

艺展演。其中我市入围 10个节目，

宝丰县占 8个。

此次宝丰县入选的节目分别

是马街书会曲艺培训学校选送的

河南坠子《老鼠奇遇》、评书《爸爸

的迷信》，牛艳萍快板书传承所的

山东快书《柿子筐》、群口快板《观

灯》，宝丰县平调三弦书传承所的

平调三弦书《劝善歌》，宝丰县文化

馆快板传习所的快板剧《幸好有李

白》、音乐快板剧《再谈司马光砸

缸》、音乐快板《赞赞我们的大河

南》，将参加 8 月 10 日到 11 日在郑

州举行的决赛。

河南省少儿曲艺展演是全省

最高水平的专业少儿曲艺展示平

台，要求参赛选手在 16 岁以下，宝

丰县参演选手均为 12 岁以下的少

儿曲艺爱好者。

宝丰县是中国曲艺之乡、国家

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

区。近年来，宝丰县创办了马街书

会曲艺培训学校，开办河南坠子、

三弦书、大调曲子、评书等 10 多个

曲艺教学曲种。宝丰县二高开办

了“兰芳曲艺班”。

“宝丰县把培养新时代曲艺新

人作为重要职责，不断挖掘、培养

曲艺苗子，努力让更多的人喜爱上

传统曲艺，让说唱艺术不断发扬光

大。”宝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

文联主席阿卫国说。

8个节目入围省少儿曲艺展演决赛
肖旗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