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4月 24日，
在 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
仪式上， 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
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像

图。我市濮阳县五星乡出现在影像图上。
本次发布的影像图为彩色， 包括按

照制图标准分别制作的火星东西半球正

射投影图、 鲁宾逊投影图和墨卡托投影
加方位投影图， 空间分辨率为 76米，将
为开展火星探测工程和火星科学研究提

供质量更好的基础底图。
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中分辨率相

机，于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7月历时
8个月，实施了 284轨次遥感成像，对火
星表面实现了全球覆盖。 地面应用系统
对获取的 14757幅影像数据进行处理后

得到火星全球彩色影像图。
科学研究团队通过火星高分影像，

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理实体。 国
际天文联合会根据相关规则， 将其中的
22个地理实体， 以中国人口数小于 10
万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加以命名， 把中
国标识永久刻印在火星大地。

五星乡地处濮阳县东南部， 东与胡
状镇为邻，南与八公桥镇接壤，西与子岸
镇交界，北与城关镇、清河头乡相依，行
政区域面积 51.29平方千米。 五星乡辖
区内，舜帝故里遗址（瑕丘遗址）被列为
国家AA级景区， 卫国都城遗址被列入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卫国都城遗
址也称高城遗址，经专家研究论证，认定
为春秋时期的卫国都城。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记者 4
月 24日自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为
促进假日旅游消费升级，我市各县
区各部门积极备战，多举措预热假
日旅游市场，迎接“五一”小长假旅
游旺季的到来。

市级层面，4月 28日至 5月 3
日，我市将在市体育场开展濮阳市
文旅体宣传推介活动， 深入挖掘
我市文化旅游体育资源产品 ，展
示各县区旅游精品、文创特产、非
遗产品、 体育用品， 以此带动销
售、促进消费。

县级层面，4月 28日至 5月 1
日，范县（毛楼）黄河文化艺术节将
在毛楼生态旅游区重磅启幕，举办
包括杂技演出等在内的多场文化

演出活动 。 4月 29日至 5月 31
日，清丰县将开展“去梅庄踏青看
老虎”活动，将老虎、羊驼等动物，
与优美的村庄风光结合起来，主打
亲子游，以吸引更多游客。

“濮阳八景” 评选活动和濮阳
人游濮阳活动，仍将是“五一”假期
我市文旅活动的主要内容。 各县
区、各景区正积极准备，对景区进
行提升，力争在“五一”期间吸引更

多游客；各县区、各单位正组织干
部职工，开展县区互游、市直职工
县区游， 进一步炒热我市旅游市
场；各旅行社结合实际，推出濮阳
人游濮阳旅游路线。濮阳早报旅行
社负责人孙浩介绍， 今年 4月，该
旅行社组织的濮阳人游濮阳活动，
发团火爆 ；随着 “五一 ”假期的到
来，本地游将进一步升温。 此外，
濮阳县、清丰县等县区，将活动和
文旅融合起来， 在社会上开展为
“八景”取名活动，深挖县域文化旅
游资源，拿出一部分景区，号召广
大市民为景区取名，在扩大县区知
名度的同时，也为“五一”假日旅游
增温。

为备战“五一”旅游市场，4月
21日， 市文广旅体局在濮阳市图
书馆（新馆）召开全系统全行业促
消费升级及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

署会。会议下发《关于举办“晒精品
惠民生 促消费”濮阳文旅体宣传
推介展销周活动的通知》， 要求各
县区深度挖掘文化旅游体育资源

产品，让旅游产品带动销售、促进
消费，扎实推进我市文旅体融合高
质量发展。

胡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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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 小区楼上垂下来的飞线
就跟蜘蛛网一样，乱糟糟的。风一刮，
电线来回晃动，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遇到下雨天，我们都不敢出门。 飞线
改造完成后，电线统一用管道包裹后
进入各家，不仅方便了大家，也消除
了安全隐患，我很满意！ ”4月 21日，
家住市城区黄河办黄河南社区国税

局小区的李胜军高兴地告诉记者。
空中飞线是老旧小区治理的难

点，不仅影响小区形象，也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 如何根治空中飞线“顽
疾”？在实践中，黄河南社区找到了居
民共建共享这一破题关键。

深入调研 制订治理方案

黄河南社区下辖的 15个小区均

为“三无”小区，有常住户 700余户，
基础设施薄弱，功能设施不健全。 长
期以来， 杂乱的飞线交织在一起，如
同一张张蜘蛛网挂在各老旧小区的

墙上、空中，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要根治飞线‘顽疾’，完善的治
理方案必不可少。 ”黄河南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李明刚说，“我们走访了相
关市场，邀请多名专业电工到现场实
地查看，并结合居民意见，最终确定
由社区牵头组织施工、每户居民收取

280元（材料费 160元、公共费用 120
元）的整改方案。 居民如果选择自行
购买材料，只需支付公共费用。 ”

为确保飞线治理工作顺利推

进 ，黄河办成立飞线 “顽疾 ”治理专
班，深入辖区开展调研，多次召开专
题研讨会，认真听取小区党员、楼栋
长 、单元长 、电工 、居民代表等各方
人员对飞线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并
通过社区公告栏公示、 居民微信群
交流和登门讲解等方式， 向居民宣
传飞线充电带来的危害、 改造涉及
的费用和改造带来的益处， 进一步
打消了居民的顾虑。

试点推行 做好惠民工程

为确保改造工作开好头、 起好
步，黄河办选择国税局小区作为改造
试点。

在国税局小区飞线改造施工过

程中， 施工方按照标准购置铜芯电
线、线管粗细弯头、插座、钢丝绳代卡
钩、线管卡、塑钉等材料，并做到施工
前通知到位、施工中不扰民、施工后
服务到位。 改造完成后，小区住户通
向自家小平房的电线全部用白色管

道包裹，小区内横七竖八的线路不见
了。

看到国税局小区整齐有序的整

改效果， 黄河南社区居民治理飞线
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 有了改造经
验， 加上居民态度由观望到支持的
转变， 其他小区进行飞线治理改造
时，施工阻力没有了，施工周期也由
国税局小区的近 15天时间缩短到

5天。 目前，该社区近 90%的居民小
区已完成飞线治理改造， 惠及居民
209户。

在治理中，黄河南社区注重从实
际出发，施工前进行现场勘查，结合
小区面积、楼栋设置、有无平房等画
出施工图、核算改造费用。 针对面积

较小、有小平房的小区，采取“表后引
线 、空中穿管 、贴墙固定 ”的整改办
法；针对面积较大、无小平房的小区，
采取建设公共停车棚、 设置充电桩、
配备专人维修管理等措施。

黄河南社区飞线治理改造完毕

后， 电动车在楼道充电的现象不见
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居民的文
明素质也提高了。 “现在遇到刮风下
雨，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了。看
着整齐有序的小区新面貌， 大家的
心情也越来越好。 ”建行家属院居民
郭胜伟如是说。

飞线“顽疾”破解的黄河南社区实践
本报记者 宋仁志

长期以来，飞线“顽疾”一直是
老旧小区的治理难点，也是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点。黄河南社
区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不等、不靠、
不要精神，主动作为、深入调研，蹚
出了一条社区居民共建共享的基

层治理飞线“顽疾”的可行路线，为
我市老旧小区飞线治理工作提供

了参考借鉴。
市委书记万正峰在我市 2023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上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和群众参
与相结合，树牢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创建靠民思想，将心比心、用心
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黄河南社区治理飞线 “顽疾”
的模式，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
实践。我们要开动脑筋、创新思路，
将全市人民的热情激发出来、调动
起来，将文明城市创建变为全民动
员、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全民行
动。

记者手记

4月 23日， 记者走进市城区绪
村商业步行街（原绪村农贸市场），只
见道路干净整洁， 市场分区清晰，门
头统一以灰色为主色调……

一名年轻女孩随手掏出手机，正
对着“绪村商业步行街”的门头拍了
张照片。

“雨中改造后的步行街， 像加了
滤镜的街景照片。 ”女孩感叹道，“没
想到，小时候身边的菜市场竟成了现
在的商业步行街，而且还这么‘高大
上’。 ”

女孩名叫王洁， 家住紫东花园，

201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这
是她时隔4年之后第一次回家。

“小时候我妈买菜 ， 我都不想
跟着去 ，因为菜市场里面太脏太乱
了 。 特别是买鸡买鱼 ，我更是不敢
去 ，因为是现场宰杀 ，那场景太血
腥了，空气中的味道也令人作呕。 ”
在王洁的印象中 ，小时候的菜市场
是环境恶劣的。

“想要什么？ 随便看看。 ”步行街
沿街门店，蛋糕店店员小王正忙着接
待顾客。说起市场的变化，小王感慨：
“变化太大了！ ”

原来的绪村农贸市场，区域规划
不合理，群众推着电动车、自行车挤
来挤去，经常出现堵车现象。“这就导
致想买东西的顾客进不来。”小王说，
为了方便售卖， 他们开始占街外摆，
结果路越来越堵， 而且车来车往，蛋
糕在那个环境中也不卫生，“现在你
也看到了，我可以说是‘大门敞开迎
四方来客’”。

绪村农贸市场蝶变为绪村商业

步行街， 群众和商户得到能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得益于我市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大力开展。

为解决这一城市 “老大难 ”问
题，2022年 7月 ， 经开区濮上办工
作人员多次到外地考察 ， 结合实
际 ，对整个市场进行高标准规划设
计 。 坚持以民为本 ，先过渡 ，再建
设 ；拆除中棚 ，改造东西棚 ，扩展东
南美食街 ；优化功能分区 ，设置蔬
菜瓜果 、米面粮油 、生鲜肉食和卤
味熟食四大卖场 ；对照标准 ，完善
市场管理制度 ， 建立诚信红黑榜 ；
完善消防设施 ， 配置蔬菜检测设
备 ， 新建公厕并更新无障碍设施 ，
极大方便了群众消费购物。

农 贸 市 场 蝶 变 记
本报记者 管淑颖

戴头盔 莫让催

4 月 23 日，华龙区黄河办颐和社区联合市子路小学，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垃圾分类等工作，开展“小小
志愿者 助力创文明”活动。 图为孩子们在颐和广场，向社区居民宣讲垃圾分类有关知识。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4 月 20 日，台前县在县市
民广场组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宗教政策法

规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 通过
摆放展板、悬挂横幅、设立咨询
台、发放宣传彩页等方式，向广
大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等方面知识， 引导群众自觉维
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图为
工作人员在向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
本报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孟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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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时任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
表示：“这项活动是濮阳 30年来着力打
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根亲文化品牌，
是国台办、全国侨联共同关注和重视的
知名文化品牌 ，也是广大台胞 、侨胞和
海外华人交往交流的重要平台。 ”
2020年的主题是 “铭记根脉传承，

凝聚根亲力量”；2021年的主题是“凝聚
力量、文明河南，敦睦泽宗、祈福中华”；
2022年的主题是“讲好先祖故事，弘扬
先祖精神， 传承先祖思想， 服务复兴大
局”。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三年的拜祖
大典采取 “现场+网络直播+分会场”
的形式举行，虽然祭拜的形式变了，但均
突出“爱国”主题和“国家”意识，彰显了
浓浓的家国情怀。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奋力开创现代化
濮阳建设新局面的关键之年。 办好 2023
濮阳张姓文化节， 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论述，提高濮阳龙文化、姓氏文化
知名度， 加快推进黄河流域文旅文创融
合发展强市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首次恢

复现场拜祖， 来自 11个国家和地区的
张氏宗亲代表 、知名侨领侨商 ，河南省
相关部门领导 ，市 、县有关领导及濮阳
县各界群众代表等 1000余人将参加现

场拜祖。
4月 26日至 28日， 宗亲联谊共话

家常、文化交流共话古今、共看同心树连
心石、 共同祭拜始祖挥公……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将在龙都濮阳闪亮登场，
值得期待。

文化经贸实现“两翼齐飞”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以文促经、合
作双赢。 ”多年来，张姓拜祖大典不仅是
濮阳的一件文化盛事， 更成为海内外华
人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
2019年拜祖大典期间举行的重点

产业推介暨招商项目签约仪式上，8个
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12.3亿元；
2020中华张姓拜祖大典暨海峡两

岸张氏宗亲联谊活动招商项目签约仪式

上，线上、线下各签约 2个项目，总投资
8亿元；

2021海峡两岸张氏宗亲联谊暨经

贸文化交流活动重点产业推介暨项目签

约仪式上，4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21.2亿
元；
2022濮阳张姓文化节经贸交流活

动项目签约仪式上，10个项目签约，总
投资 31.4亿元。

这些项目，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
现代化工、绿色环保、现代轻纺、现代农
业、家具制造、商贸物流、总部经济、文化
教育等各产业各领域， 为濮阳实现高质
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2023濮阳张姓文化节期间，海峡两

岸张氏宗亲联谊、上古文化交流活动、经
贸活动、 海外华侨华人联谊活动等将陆
续举办。这些经贸文化活动的举办，定会
为各方提供共赢发展的机遇， 为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濮阳实践注入新活

力。
炎黄子孙，万姓同根；张氏一脉，世

代相传。 2023濮阳张姓文化节邀您共拜
始祖、祈福中华，同心同行、携手圆梦。

一起持续近 10年的土地纠纷 ，在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都街道办事处

（以下简称“示范区卫都办 ”）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介入下，于近期妥善解决。 如
今，当地群众提起这件事 ，依旧赞不绝
口。

示范区卫都办东张仪村尹氏两兄弟

因一块农田补偿款的归属，自 2013年开
始，吵吵闹闹了近 10年，甚至大打出手。
其间，村“两委”、办事处多次调解未果，
当事人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证据
不足被法庭驳回。随后，当事人多次找到
公安、 信访等相关部门。 因案件年数已
久、错综复杂，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互
不让步，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化解。

为扎实推进“三零”创建工作，更好
地化解群众矛盾纠纷，2021年 10月起，
卫都办专门聘请有热心、有威望、有良好
群众基础的老干部、老党员为调解员，成
立了卫都办人民调解委员会。

2022年 9月，卫都办人民调解委员
会对这起矛盾纠纷进行集中攻坚， 成立
以东张仪村“两委”、管区负责同志、法律
顾问、 办事处有关人员和老干部调解员
为骨干的调解队伍， 及时对这起矛盾纠
纷进行调查处理。

“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别赢了一
时却丢了亲情”。调解中，老党员、调解员
尹海军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其间，老
干部调解员多次走访尹氏两兄弟， 做思
想工作，用亲情排忧，靠政策解难，既紧
扣矛盾纠纷的要点， 又抓住亲情关系顺
势引导。

在各方努力下， 历经 3个月时间调
解， 这一纠纷以尹氏两兄弟协商分配土
地补偿款的方式成功化解。 两兄弟在卫
都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下签订调解

协议，一场持续了近 10年的土地之争终
于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侯科建 通讯员 白利华

土地纠纷近十年 人民调解化干戈

日前， 笔者在市城区开州路与益民
路交叉口看到， 交警提醒一名摩托车驾
驶员戴头盔，他却假装没听见，后经多次
催促， 他才慢吞吞地从车筐里拿起头盔
戴上，还一脸不高兴。 看到这个场景，笔
者认为必须理论一番。

国家交通法规明文规定 ：机动车
行驶时 ，驾驶人 、乘坐人员应当按规
定使用安全带 ，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
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 这既是
个人安全的需要 ，也是交通文明的需
要 。

文明城市必须有文明的交通， 需要
每一名交通参与者共同努力， 营造良好
交通环境。

骑摩托车戴头盔， 是交通安全和交
通文明的必需措施。 每个人都是交通的
参与者，也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创
建文明城市、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责任。戴头盔，是为了保障个
人的安全，也是为了你、我、他的安全。这
是明摆着的道理。 为什么有些人偏偏让
别人催着戴头盔呢？一是法律意识淡薄，
对有关交通法规学得少或者没有学；二
是不尊重生命，对交通安全不在乎；三是
没有大局观念， 认为创建文明城市与我
无关，漠然视之。

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有关部门也
曾多次整治，还需要继续努力。 一是加
大宣传力度，使骑摩托车必须戴头盔这
个基本常识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二是
对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行为常态化检

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三是发挥街道、
社区作用 ，开展经常性教育活动 ，劝导
广大摩托车驾驶员自觉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养成出门上路自觉戴头盔的好习
惯。

戴头盔，莫让催。 大家都做文明交
通人 ，出行更顺畅 、更安全 ，生活更美
好。

我市五星乡“上”火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