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8 日， 经开区胡村乡
社工站联合华龙区江河缘艺术

团在胡村乡张堆村开展“戏曲演
唱赞祖国， 我为祖国添力量”主
题活动，为村民们送上精彩绝伦
的戏曲歌舞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王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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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楼房通透明亮，家家户户
不仅通水通电通网也通了大暖，小区
绿化环境干净整洁 ， 道路宽阔平坦
……“住了将近半辈子的自建房，没想
到经过棚户区改造，居住条件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家住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开州办东湖社区的居民郭先生

看着崭新的楼房感慨说。

村民变市民

“有居”变“优居”

7月 19日，记者走进东湖社区看
到，平坦的路面宽阔整洁，崭新的楼房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漂亮，
小区里处处栽植着绿树红花，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物业人员忙
着除草浇水，孩子们在整洁的小区里
追逐打闹，居民们坐在凉亭下谈笑风
生，一派和睦温馨的景象。

郭先生今年 50多岁，在孟村住了
半辈子，原本居住的自建房经过棚户
区改造后，变成了设施齐全的现代化
小区。 对于郭先生一家来说，2021年
搬进东湖社区那天是个大喜日子，让
他们全家村民变市民 “有居 ”变 “优
居”。由于分到的住房在一楼，阳台可
直通小区公共区域，郭先生经过简单
装修后，不仅购买了电视、冰箱、空调
等满足现代化生活需要的家用电器，
还在客厅里开了一个小型超市。不仅
方便小区居民购买生活用品，也能贴

补家用。 “搬来之前，我靠打零工贴补
家用，每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元。 现在
经营小超市，每年最少有五六万元的
收入。 ”郭先生说，搬进东湖社区后，
再也不用担心房屋的安全问题，整体
居住环境也比以前好太多了。

据了解，东湖社区 2019年底经过
公示后开始建设 ，2021年交房后 ，孟
村、疙瘩庙村等多个村庄村民集中搬
进了东湖社区。

基础设施完善

居民生活更便利

东湖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们
搬进了新家，生活也越来越便利。 孟
村村民李大爷告诉记者， 改造前，每
逢下雨 ，村里路面都是积水 ，到处坑
坑洼洼，晚上黑灯瞎火的更是没人出
门。 “从村里搬到这里，居住环境的确
好了。社区环境好，不仅有水有电，物
业费也不用自己掏。 ”李大爷告诉记
者 ，搬进东湖社区后 ，他靠修理自行
车的手艺，每天也能挣个零花钱。

棚户区改造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其建造标准和质量是改造工作的重中

之重。 实施棚户区改造，不仅能较大
程度地改善棚户区住户的生活环境和

居住质量，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
问题，同时还能解决城镇棚户区的脏
乱差和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加快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完善城市功能，

促进落实城市规划， 提升城市品位和
城市面貌。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框架
不断拉大， 棚户区改造对示范区的建
设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和作

用。 在改造过程中，市、区住建部门持
续加强建设监管，从规划设计抓起，注
重环境设计，要求建筑设计精益求精，
保证基础设施和配套齐全， 多举措保
障建筑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 切实改
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据统计，2022年， 我市棚改工作
开工率、建成交付完成率、基本建成完
成率 、 租赁补贴完成率均不低于
100%。 其中 ： 全市棚户区实际开工
5927套，开工率 100%；基本建成任务
完成 21117套，完成率 119.79%；建成
交付任务完成 24532套 ， 完成率
120.97%；租赁补贴发放 298户，完成
率 104.56%。

棚户区改造

实现百姓“安居梦”

这边，孟村集中搬进东湖社区后，
不少村民经常在小区周边散步遛弯，
偶尔和邻居一起在楼下聊聊天， 晚年
生活悠然自得。那边，杨庄村的村民看
着建设完成的七星城社区楼房主体，
也期盼着早日搬进楼房的那一天。
7月 19日，七星城社区建设项目

经理王关占告诉记者， 位于卫都大街
西段北侧的七星城社区（一期）主体工

程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完工， 目前工人
们正在加紧进行楼体排水系统的安装

和地下车库主体建设。此外，楼房所需
的门窗也加班加点生产中。

“七星城社区的对面就是七星学
校和七星医院，都是配套工程，目前也
在加紧建设中。”示范区住建局棚改办
负责人赵宏伟告诉记者， 七星城社区
建设指挥部自 2020年对顺河村、东店
当村、西店当村 、班家村 、杨庄村 、孔
村、 后范庄村 7个村庄村民针对棚改
问题进行民意调查， 经村民百分百同
意后开工建设，1年就实现主体封顶，
2年即可实现后期收尾并根据规划需

求交付使用。
据赵宏伟介绍，七星城社区一期共

建设了14栋楼房，2700套，预计今年年
底即可交房。 二期规划15栋楼房，2600
套，将于一期工程交房后陆续开始施工
建设。

棚户区改造是住房保障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重大发展工程，更是重
大民生工程。从“忧居”到“优居”，一个
个社区的蝶变正是我市着力推进棚户

区改造、 改善居民群众生活环境的一
个缩影。 随着全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有序推进， 越来越多和郭先生一样的
居民告别了结构简陋、 安全隐患较大
的老旧棚户区，搬进了环境整洁、配套
设施齐全的楼房， 真正实现了 “安居
梦”。

7月19日，赤日炎炎。 一大早，在龙
城广场公交站台， 一辆果绿色的 1路公
交车由远及近，缓缓驶来。

“您好，欢迎乘坐。 ”走上 1路车，司
机师傅的一句简单问好，充满了善意。进
入车厢坐下，舒适的体感温度，整洁安静
的车厢环境，让人倍感舒心。

“这车真漂亮，濮阳的公交车就是一
道风景线啊。”刚上车的乘客黄大爷发出
了赞叹。黄大爷家住海河小区，刚从外地
回来，第一次乘坐换新的 1路公交汽车。
“濮阳的公交车换代快啊，越换乘客体验
感越好， 司机的服务也很好， 让人很亲
切。 ”黄大爷微笑地说。

“是啊，咱濮阳的公交车是真好！”坐
在一旁的胡乜村村民熊之珍说。 熊之珍
今年 56岁，年轻时从老家贵阳嫁到了濮
阳。“年轻时来这，人生地不熟的，就是干
活带孩子。”熊之珍说。现在，熊之珍的孙
子也已经上了幼儿园， 再加上家门口通
上了公交车。“我们没事就坐上公交车出
来玩，逛到哪算哪，真是太方便了。”熊之
珍说。

“中医医院站到了， 请到站的乘客
提早做好下车准备。 ”随着到站广播的

提示，公交车驶向站台。 车辆停稳后，司
机师傅下了车。 没过一会儿，司机师傅
推着一位坐着轮椅的大妈走到后车门

处 ，把后车门口的踏板伸开 ，车和地面
就形成了一个斜坡。 司机师傅顺势将乘
客推上了公交车，并把乘客推到了轮椅
专用停放处，为乘客系上了安全带。 “司
机师傅的服务态度可好了，看到我们这
些需要帮助的乘客，都会主动帮忙。 ”轮
椅乘客张阿姨说 ，“之前自己一人坐轮
椅出门，不敢想象还能坐上公交车。 ”
1路公交车上的点点滴滴， 只是市

公交公司服务的一个缩影。从 2021年开
始， 市公交公司着重推出了公交驾驶员
标准化文明服务， 把上车问候 “您好+
迎接手势”、礼让斑马线、安全行车等设
置为标准服务内容。 标准化文明服务迅
速成为驾驶员的自觉行动， 彬彬有礼的
公交驾驶员成了濮阳公交最闪亮的代

表，受到了广大乘客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 我们将根据城市发展需

要，进一步加强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整体服务水平，让市民出行更便捷，为我
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做出更大贡献。”市
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
者 宋仁志） “深
入推进 ‘扫黄打
非’，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拒
绝盗版出版物 ，
争做文明健康公

民”……近日，记
者走进华龙区长

庆办咖啡时光社

区，一块块“扫黄
打非” 宣传版面
映入眼帘。

“我们在社
区的主要通道和

每栋楼的楼道口

都设置了 ‘扫黄
打非’宣传版面，
居民只要一出门

就能看到， 这样
能提高居民的知

晓率。 ”咖啡时光
社区党支部书记

范 茜 茜 告 诉 记

者。
刚走进该社

区的办公区 ，一
张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计划表就

呈 现 在 记 者 眼

前： 文明城市宣
传活动、“扫黄打
非·护苗”读书活
动……每周都有

不同主题的活动安排。
前不久，该社区在这里举办了“扫

黄打非·护苗” 童心向党实践活动，小
朋友们以诗歌朗诵的形式来赞扬祖国

伟大、壮丽、富强的面貌。 通过倡导绿
色诵读，孩子们也增强了自觉抵制、远
离有害出版物和信息的意识。

据介绍， 该社区为助力青少年健
康成长，增强青少年“扫黄打非”意识，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断开展 “扫
黄打非·护苗” 诵读活动、“扫黄打非”
文明上网绿色阅读活动、“扫黄打非 ”
绿色阅读分享会等。 同时，对原有文化
书屋进行升级改造，增加相关书籍，给
居民提供优质正版图书。 一方面，教育
和引导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自觉抵

制盗版、有害出版物，清除文化垃圾 ，
弘扬新风正气； 另一方面通过倡导全
民阅读，提倡“善读书 读好书”，努力
营造健康、文明的社区文化氛围。

“这几年，我们将‘扫黄打非’专项
行动和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精神文
明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特别是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相结合， 开展
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在活动中居民
的文明素养得到了明显提升， 社区调
解的邻里纠纷案件显著减少。2022年，
咖啡时光社区被评为省级‘扫黄打非’
进基层示范点。 ”范茜茜说。

在注重文化宣传引导的同时 ，咖
啡时光社区也对监督检查毫不放松 。
该社区成立了“扫黄打非”网格员和监
督员队伍， 平时对辖区大型商超以及
周边出版物经营场所进行日常检查和

不定期抽查，全面摸排查清非法、有害
出版物， 以及制售盗版和非法教材教
辅的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张迪 实习生 姚佳

彤） 7月 19日， 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暨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聋人三人制男子

聋人篮球赛在洛阳市宜阳县落下帷幕，
经过激烈角逐， 濮阳市男子聋人篮球队
获得冠军。

据介绍， 三人制男子聋人篮球赛要
在十分钟内决出胜负，相比传统篮球赛，
比赛节奏更快、对抗性更强。本次男子聋
人篮球比赛中，共有 16支听力组参赛代
表队， 比赛采用中国男篮协会最新审定

的《三人制篮球规则》及国际篮球规则。
濮阳市代表团男子聋人篮球队从

小组赛开始就一路高歌猛进 ， 开启了
他们的夺冠征程 ， 高度的团队默契度
让他们在比赛中占据优势 。 高强度的
比赛中身体对抗不断 ， 队员陈绍冲在
比赛中不慎手指受伤 ， 经过简单包扎
后再次上场坚持比赛 。 他勇于拼搏的
精神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队友的斗

志 ， 最终以全胜的战绩获得男子组比
赛的冠军。

濮阳运动健儿获省运会
聋人三人制篮球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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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圆了群众“安居梦”
本报记者 张迪 实习生 姚佳彤 通讯员 黄晓璐 王茜茜

公交服务我先行 爱心守护文明城
本报记者 管淑颖

为弘扬敬老 、爱老 、助老社
会风尚， 传递爱与美好，7 月 18
日，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
事业服务中心和示范区开州街

道社工站联合示范区老年养护

院开展了“捕风如梦，指尖灵动”
手工 DIY 捕梦网活动， 现场气
氛融洽，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

本报记者 黄立

通讯员 郭圣楠 高雅星 摄

7 月 17 日， 河南大学口腔医
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范县，与
辛庄镇水利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一

起，在毛楼生态旅游景区开展“我
‘河’你 ———黄河生态保护研学之

旅”活动。 图为当日，大学生、小学
生一起体验陶模制作的乐趣。

本报记者 张西恒

通讯员 冯丽苹 摄

范县四平调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饱含该县浓厚的传统
文化特色。暑假期间，该县组织非
遗传承人走进图书馆、文化馆、广
场公园等处，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图为 7 月 18 日，四平调传承人刘
在科在范县图书馆向孩子们展示

戏曲表演身段。
本报记者 张西恒

通讯员 冯丽苹 摄

为丰富机关干部精神文化生活，更
好的传承和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7 月 17 日，华龙区大庆办开展“指尖上
的非遗———英山缠花 ” 手工艺实践活
动，非遗缠花手艺人高珊珊带领机关女
干部一起感受传统手工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杜鹏 摄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中华美德
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通讯员 王保

安）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长
效开展，确保各项创建工作落到实处，7月
20日， 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带领 15
名干警到分包社区玉兰花园开展“濮阳市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绿

色发展手牵手文明共建心连心”活动。
在玉兰花园“三位一体”实践中心，

干警们详细了解社区矛盾调解、综合治
理、关爱老人以及志愿服务等工作情况，
就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等相关事宜与社区

负责人深入交流。 随后，干警们来到社

区文化广场和文化长廊， 向居民发放绿
色发展宣传页，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居
民宣传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毒品危害、绿
色生活、 低碳环保等相关知识。 活动当
天，共发放宣传页 300余份。

“我们将持续推动与社区的协调联
动，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活
动， 用实际行动引导居民牢固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实践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 营造整洁有序的居住环
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形象。”
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绿色发展手牵手 文明共建心连心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张迪） 7月 20日 18
时，濮阳市第八届夏季篮球联赛在滨湖
湾篮球馆拉开帷幕。 夏季篮球联赛作为
濮阳市传统体育赛事，一直以来都深受
广大群众的喜爱。

本届篮球联赛将从 7月 20日起持

续比赛至 8月 25日，于每天 19时至 21
时分别在滨湖湾篮球馆和市体育场进

行三场次比赛， 共计进行 220场比赛，

最终将决出前三名。 本届比赛共有 99
支参赛队近 1500名参赛队员报名参

加，是历届比赛中参赛队和人数最多的
一届。 联赛的举办为濮阳市广大球友提
供交流切磋球技的平台， 以球会友，助
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丰富群众的体育
文化生活，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带动广大群众参与
到全民运动中。

濮阳市第八届夏季篮球联赛开幕

着力提升农村文明素质。 创建文明
村镇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农民群众综合

素质。 要着眼提升思想政治素质、道德
素质、法治意识、科学素质，不断深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有
针对性地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加强科学精神、科
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着力淳化农村乡风民俗。 大力开展
移风易俗是创建文明村镇的一项重要任

务。要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
陈规陋习，针对奢侈浪费、炫富斗富、盲
目攀比等不良风气， 发挥村规民约和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红
白理事会的作用， 引导农民群众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养成良好
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实现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

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 村容村
貌 、 房屋庭院既是生活质量的直接体
现 ， 也是养成文明行为习惯的重要条
件 。 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增强农民幸
福感的一个重点 ，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
施策 、务求实效 ，做好乡村规划 ，持续
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推进 “厕所革命 ”，
治理垃圾污水 ， 引导农民群众合理布
局 、美化绿化家庭院落，真正过上健康
文明的生活。

着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要把丰富
农民文化生活、 提高文化生活质量作为
关键环节， 统筹整合各级各类文化惠民
活动资源，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培育
挖掘乡土文化人才， 调动农民群众参与
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多姿多彩、
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丰富精神世界、
增强精神力量。

■文明村镇宣传阐释

创建文明村镇活动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