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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燕亚男 通讯员 刘峰彪

本报讯 姓氏文化是鹰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姓氏文化的研究有
助于反映人口变迁、民族融合、家族渊
源、地缘政治、民俗文化等。7月25日，
市统计局传来消息，最新的平顶山百家
姓出炉，人口最多的是“王”姓。

前十大姓人口比重过半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
简称“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市人口最多

的是“王”姓，达523543人，占全市常住
人口4987137人的十分之一多。其后依
次是“李、张、刘、杨、赵、陈、郭、马、孙”姓。

前十大姓人口总计253.16万人，占
全市常住人口的 50.76%（六人普时占
49.0%）。与河南省前十“大姓”“王、张、
李、刘、杨、赵、陈、郭、马、孙”略有区别
的是，平顶山“李”姓第二，“张”姓第三；
河南省“张”姓第二，“李”姓第三。

“百家姓”人口占全市九成以上

从人口数量来看，超过 20万人的

姓氏有王、李、张、刘四大姓；超过10万
人的姓氏除前四大姓外，还有杨、赵、
陈、郭等共 8个姓；超过 5万人的姓氏
有 16 个，超过 3 万人的姓氏有 31 个，
超过 2 万人的姓氏有 47 个，超过 1 万
人的姓氏有 83 个。前 50 姓共 388.86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7.97%；前 100姓
共449.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90.18%。

各县（市、区）姓氏分布均衡

全市和各县（市、区）前四大姓
中 ，均 为“ 王 、李 、张 、刘 ”。 8 个县

（市、区）“王”为头姓，宝丰县和汝州市
“李”为头姓，卫东区和舞钢市“张”为
头姓。“刘”姓在 12 个县（市、区）中均
为第四位。

各县（市、区）前十位姓氏中，只有
石龙区、示范区的“何”姓，高新区的

“吕”姓，舞钢市的“曹”姓，是全市排序
20以外的姓氏，其余姓氏均是全市前
20位次的姓氏。

姓氏集中度非常明显，姓氏地区空
间分布均衡化和局部地区相对集中的
特点是平顶山市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
形成的必然结果。

我市最新百家姓出炉

每10个平顶山人中就有1个姓王

□记者 田秀忠 实习生 刘梓萌

本报讯 7月 25日，从市教育体育
局传来消息，“出彩河南人”之2022“鹰
城最美教师”近日评出，韩平正等10人
获评“鹰城最美教师”。

据了解，“出彩河南人”之2022“鹰
城最美教师”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教育体育局、平顶山日报社、市广播
电视台共同举办，“出彩河南人”之
2022“鹰城最美教师”：韩平正（叶县高
级中学）、刘柯暄（郏县王集乡初级中
学）、沈琼（新华区焦店镇温集小学）、
王晶（平顶山市第九中学）、樊晓利（平
顶山外国语学校）、徐露露（宝丰县观
音堂初级中学）、李书琪（舞钢市实验
高级中学）、郎改变（平顶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张艳梅（鲁山县鲁阳小学）、
郭士龙（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2022平顶山市教体系统“最美教
师”：高辉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梅
园路小学）、邢飞（石龙区梁洼九小）、
闫闪闪（卫东区明珠世纪小学）、武利
利（平顶山市第四十一中学）、程琳雅
（平顶山市第一高级中学）、黄长伟（鲁
山县瀼河第八小学）、朱洁（平顶山市
工业学校）、李媛媛（平顶山市第二高
级中学）、郑梦远（平顶山市平东幼儿
园）、张晓刚（平顶山市第三中学）。

“鹰城最美教师”
名单出炉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7月 25日，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吉祥路污水提升泵站建成并顺
利通过系统调试和试运行。该泵站投
用后，将彻底解决泵站周边湛景苑、恒
大御景半岛、荣邦瑞府、望悦台等多个
小区的污水排放问题，对保护环境和
提高城市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局长夏
芳介绍，近年来，随着吉祥路两侧多个
居民小区陆续交房入住，污水产生量
持续增加，给示范区湖滨生态环境造
成巨大压力，为此，示范区管委会今年
将位于示范区吉祥路与湖滨路交叉口
附近的吉祥路污水提升泵站项目作为
全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加压推进。自
4月初至6月底，该项目历时90天建成
投用，每天可实现调配污水1万吨。

示范区吉祥路
污水提升泵站投用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7月25日，从市文明办传
来消息，我市第三届文明家庭评选即
日起开评。

据了解，凡具有我市户籍（在平
长期居住）的家庭均可参加评选。获
得以下荣誉的家庭可优先推荐：县
（市、区）级文明家庭；市级及以上妇
联等部门表彰的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获得市级以上道德模范、时代楷模等
荣誉称号的家庭；市级党政机关、群团
组织表彰的优秀家庭；军烈属、公安英
烈家属、荣誉军人、好军嫂、好警嫂等
优秀家庭。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依靠

自己勤劳致富并带动其他家庭创造
幸福小康生活的家庭；积极参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抢险，做出突出
贡献的家庭应占有一定比例。

市文明家庭评选通过组织推荐
和社会化推荐两种方式开展。组织
推荐由县（市、区）文明办择优推荐。
8月10日前，各县（市、区）文明办将至
少择优推荐上报1个，市直各单位推
荐1个市文明家庭，并将推荐报告、征
求意见原始证明材料、家庭简要事迹
（300字以内）、申报表一式两份（附彩
色全家福照片两张，事迹材料要求
800字左右，突出个人先进事迹和社
会影响力的同时，须体现家庭其他成

员的主要事迹）纸质版报市委宣传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科，电子版（推荐
报告、申报表、家庭简要事迹、不小于
3M 的电子照片）发送至邮箱：pd-
swmbnck@sina.com，地址：示范区市
政 大 厦 五 楼 0520 房 间 ，电 话 ：
2666127。社会化推荐通过“文明平
顶山”微信公众号面向全市进行，符
合条件的市民可根据相关要求填写
报送自荐申报表，时间为即日起至8
月19日。

市文明办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专家对推荐名单、先进事迹材料进行
审核评选，择优确定我市文明家庭候
选名单，并公示7天。

第三届市文明家庭开评
符合条件的我市户籍家庭均可参选

7月24日，宝丰县闹店镇司庄村附近的蝈蝈摊位旁，女孩侧耳倾听笼中蝈蝈的叫声。
据当地养殖带头人曹灿超介绍，鸣虫养殖是司庄村的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有十多个鸣虫养殖大棚。进入

7月，正是蝈蝈长成开叫的最佳时节，吸引了周边地市批发商，鸣虫养殖助农增收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新亮
点。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蝈蝈笼中鸣 农民钱袋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