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扬优良传统 投身双拥创建

�������本报讯 （记者 陈增勋） 为进一步弘扬
新时代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营造“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1 月 26 日 ，濮阳县
举行三等功军人家庭喜报集中发放仪式 ，
表达党和政府对立功军人家属的关怀和问

候。
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 会议室后

墙正中悬挂“一人立功 全家光荣”横幅。 34
位三等功获得者家属身披绶带， 胸挂红花，
难掩激动的心情，坐在会议室中央，齐聚一
堂， 共享荣光。 会议宣读了立功受奖人员

名单，濮阳县人武部、濮阳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等单位领导为荣立三等功的家庭颁奖，依
次为他们送上立功喜报、 功臣之家奖牌和
2000 元奖励金。

“这次县政府举行三等功军人家庭喜报
集中发放仪式，让我倍感荣幸，备受鼓舞。 ”
现役军人张小康因战备训练荣立三等功，正
在休探亲假，他是和家人一块前来的。 “借此
机会，感谢我的父母把我抚养成才，感谢爱
人对我的支持，这是我安心投身军营为国奉

献的‘定海神针’。 我将牢记嘱托，投身军营，
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

军人立功， 让前来领奖的家属倍感高
兴。 “我是一名双军人家属。 我的儿子入伍
12 年，现在已经光荣退伍。 这次立功受奖的
是我女儿。 ”现役军人常亚辉因工作突出荣
立三等功，她的父亲常俊邦作为家属，前来
领取荣誉。 常先生的面庞上挂满笑容，他告
诉记者，他和他的爱人会赡养好老人，照顾
好家庭，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希望我女儿
再接再厉，投入到强军建设中，练就过硬本
领，以更好的成绩回报祖国。 ”

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是党和政府的光荣

传统。 据了解，2023 年以来， 濮阳县已经为
96 名立功军人家庭颁发荣誉。濮阳县人武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 军人是国家的重要财富，
是人民的安全保障，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能够
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军事建设，积极投身到
拥军的工作中来，同时也希望广大现役军人
能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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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记者 1 月 26 日
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濮阳干城遗址考古发
掘与保护专家咨询会日前在濮阳市召开，对
濮阳市区东北隅、华龙区孟轲镇东干城村南
及西南发现、发掘的古城址考古工作情况及
下一步的保护情况进行论证和咨询。

中国古陶瓷学会、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
会、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河南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市文广旅体局 （文物局）、 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华龙区文广旅体局等单位 30 余名专家，
参与了考察论证。

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后，专家又进行了
室内论证。 依据考古发掘情况、历史文献记

载及当地地名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
发现的古城址应是历史上战国至汉代时期

的干城城址。
据介绍，“干”， 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黄帝

时期，夏代时期为侯伯之国，商代为方国，西
周时期为诸侯国， 西周初三监之乱后被灭
国， 东周时期卫国在古黄河东岸设有干邑，
汉代时期的干城亦在此地。 历史上，干城与
戚城齐名，现如今，干、戚共处于濮阳市区之
内，是濮阳市区历史文化宣传、保护和展示
所依托的难得的“双子星座”，必将成为濮阳
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历史文化名片，它的
发现、发掘、研究和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

�������本报讯 （记者 杜鹏） 连日来，华龙区以
解读民生政策、回应群众关切为核心，创新
人社政策宣传模式，打造了“华龙人社小剧
场”，以政策情景剧的形式，推进了人社政策
进村入户、深入人心，实现精准服务、益企惠
民。

华龙区人社局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贴
近生活的真人演绎，把政策解读融入具体案
例中，把人社法规政策和业务工作转化为一
个个生动活泼的鲜活情景剧，每周更新不间
断，每集情景剧 1 至 2 分钟，让群众更易接
受，更能引发观众共鸣，不断提升政策知晓
度。

在政策情景剧选材上，华龙区人社局紧
紧围绕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

关系等人社重点工作，以咨询量大、关注度
高、 涉及群体广的业务为宣传解读重点，由
区人社局业务骨干负责剧本撰写并亲身参

与剧情演绎， 不仅保证了剧情内容干货满
满，政策解读也更加权威。 同时，针对视频评
论区的困惑问题，由专人负责解答，对好的
意见建议积极采纳， 架好干群互动 “连心
桥”。 截至目前，华龙区人社局共拍摄人社政
策宣传短视频 45 期， 浏览量达百万人次以
上。

华龙区人社局联合众多网红达人，打造
“网红 + 人社宣传”特色品牌。通过网红达人
积极转发人社政策小剧场，让网红流量为人
社政策宣传发声，让人社政策经常性、不间
断出现在群众的视野中。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
“真是太感谢了！ 你们能来
医院为我们办理业务 ，这
‘上门办’ 服务真是太贴心
了！” 1月 28日，市民宋女士
来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母亲房屋继承手续，但
因其母亲赵女士正在住院，
无法亲自到现场办理相关手

续，不动产窗口负责人黄丽了
解情况后， 立即组织阳光志

愿服务队工作人员到医院为

赵女士办理相关手续。
在医院病房里，工作人

员按流程详细询问老人基

本情况，并进行现场录像取
证，10 分钟左右就完成了相
关手续办理。 在这寒冷的冬
天，阳光志愿服务队工作人
员用自己的贴心、 暖心，为
群众送上了有温度的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

能，化解老弱病残行动不便
的群众办事难问题，让特殊
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如愿办

成事，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秉承 “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 ， 解群众之所
难 ”的服务宗旨 ，不断优化
举措 ，推出 “网上办 、上门
办、辅导办、帮代办”等特色
服务， 把方便带给大家，真
心真情暖万家。

擦亮宣传“小窗口” 展现人社新形象

特色服务“上门办” 真心真情暖民心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濮阳又添一座“城”

干城遗址正揭开神秘面纱

濮阳县为荣立三等功军人家庭集中发放喜报■ 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

华龙区

�������自上周五（1 月 26 日）开始，我市迎来今冬少
有的暖和天气。 阳光明媚，温度刚好，不少市民抓
住机会，外出逛街、购年货。

正在万邦市场举办的 2024 年清丰县年货美
食节，在上周末也迎来了小小的人流高峰。 1 月 28
日中午，记者在年货美食节现场看到，不少人拖家
携口，兴致勃勃地前来逛年货节。 现场人群络绎不
绝，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在这里做熟食
生意的商户秦先生告诉记者，从开幕以来，年货美
食节整个人流量还不错，但受制于寒冷的天气，上
午来买年货的人相对较少。 从上周五开始，随着天
气回暖，前来购买年货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周五、
周六备的货全部卖完，今天也卖得差不多了。 ”秦
先生说。

“周末没事， 听说万邦市场在举办年货美食
节，就带着刚放假的孩子来购年货。 ”市民李女士
告诉记者，她是开车从市城区过来的，也是第一次
来万邦市场， 来后才知道这里面积之大、 商户之
多、商品之丰富。 “汽车后备厢都快装满了。 ”李女
士说。

清丰县居民晁先生， 带着老母亲在万邦市场
游逛。 “记得小时候，俺娘一到过年就带着我去赶
集，现在想起来特别温馨和美好。 听说万邦市场这
儿在办年货美食节，就带着母亲过来了，想重温一

下儿时的感觉。 ”回忆起和母亲赶年集的情景，晁先生的话语里溢
满深情。

连日来， 得知 2024 年清丰县年货美食节在万邦市场举办后，
不少市民打电话询问年货美食节的有关事情， 表示也想去那里逛
逛。 记者了解到，好天气“余额不足”，从 1 月 31 日开始，我市将迎
来持续较强雨雪天气，并将持续到 2 月 4 日。 即便到时雨雪停止，
出行恐怕也会受影响。 因此，如果是商户，可抓住这少有的好天气，
抓紧去现场进货；如果是普通市民，想买一些高端水果、质量上乘
的牛羊肉、新鲜蔬菜、土特产等，不妨也抓紧时间，免得因恶劣天气
耽误了备年货的计划。 本报记者 袁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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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请给我写副 ‘天增
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吧！ ”“好嘞， 您稍等， 我这就
写。 ”

“老师 ， 我家孩子明年高
考， 能给我写副与升学有关的
春联吗？ ”“孩子高考啊，那就来
副‘春风化雨润桃李，升学有望
步青云’咋样？ ”“好好好，这个
好，就这个。 ”

1 月 28 日上午， 市图书馆
新馆一楼大厅， 二三百名读者
拿着裁剪好的红纸， 围绕着十
几位书法家求写春联。 还有些
读者站在写字台前， 有的帮忙
压纸方便书写， 有的拿起手机
记录书法家的风采。 十几位书
法家饱蘸浓墨，润圆笔锋，挥毫
泼墨，笔走龙蛇，将美好的新春
祝愿诉于笔端。洒金红纸上，草
书、篆书各展神韵。 片刻工夫，
一副副散发着墨香、 寓意喜庆

吉祥的春联跃然纸上。 “龙腾盛
世开新韵 ， 春满神州庆丰年 ”
“龙年春风万里舞，岁月如歌四
海欢” ……一字一句饱含着美
好祝福。 大红的“福”字，同样映
照着人们脸上的笑容， 整个现
场显得分外喜庆。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市图书馆特邀我市 18 名知
名书法家，开展第三届“翰墨飘
香·福送万家” 义写春联活动，
将暖暖的新春祝福提前送至广

大读者手中。
卷卷春联送祝福， 浓浓墨

香迎新春。 2 个多小时的时间，
500 余副春联先后送到读者手
中。 读者手捧这些油墨未干、字
迹飘香的春联，个个笑意盈盈、
爱不释手、赞不绝口。

本报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张玉峰

我为读者送春联

������春节临近，为进一步规范节日期间市场计量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诚信和谐的市场消费环境，连日来，经开区濮上办
市场监管员深入农贸市场、商超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春节期间计量专项
监督检查。 图为 1 月 30 日，市场监管员在辅助市民使用公平秤。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刘涛 孔珊珊 摄

������为弘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了解民间艺
术的美 ， 喜迎新年到
来，1 月 25 日， 示范区
社会事业服务中心、示
范区开州街道社工站

联合示范区老年养护

院开展 “剪纸添福 喜
迎新春”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黄立 通

讯员 高雅星 岳俊星

摄

������大红灯笼挂起来，红火新年迎面来。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水秀街内张灯
结彩，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图为 1 月 26 日，水秀街夜景。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1月 30日下午，市
总工会新春送文化进基层系列活动———“打
开艺术之门———2024 年濮阳市职工钢琴导
赏音乐会”在市工人文化宫音乐厅举办。

当日 15 时，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节目
演出以钢琴独奏、声乐独唱、乐器重奏等多
种艺术形式呈现。 由来自我市音乐领域 15
名新生代表演者分别带来的 《普罗科菲耶
夫第六钢琴奏鸣曲 op82》《梁祝》《肖邦波兰
舞曲 op40no1》《在此刻 》《第二圆舞曲 》 轮

番登场 ，展示了我市音乐领域新生代高超
的演奏水平和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与独特

诠释 。 他们的表演赢得现场听众阵阵掌
声。

此次音乐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联
合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是市总工会服
务职工高品质生活和丰富全市职工春节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活动面向全市职工免费
开放。 全市 450余名职工到场欣赏，切身感受
到“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的浓厚文化氛围。

我市举办 2024年职工钢琴导赏音乐会

�������“大冷天又让你们跑一
趟 ， 俺家的事让你们操心
啦！”1 月 25 日上午，濮阳县
王称堌镇辛庄村的王德双
老人从濮阳县慈善总会会

长翟伟、理事长梅洪波手中
接过 5000 元救助金和慰问
品后激动地说 ，“俺不会说
话，但是心里真是觉得热乎
乎的。 ”

王德双有一个乖巧懂

事的小孙女， 名叫王以沫，
今年 8 岁。 原本这是一个幸
福的家庭，王以沫的父亲踏
实勤劳， 母亲贤惠能干，爷
爷奶奶虽然上了一把年纪，
但却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

条。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2022 年 7 月，正当王以沫高
高兴兴上学之时 ， 突发高

烧，且多日不退。 无奈之下，
父母领着她在我市各大医

院进行检查，后辗转至郑大
一附院，最终被确诊为白血
病。 为了治病，王以沫的父
母领着她先后在郑大一附

院 、中原油田医院 、市中医
医院奔波治疗，高昂的医疗
费用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不
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还使
他们一家欠下了 13 万余元
的外债。

去年 12 月底， 濮阳县
慈善总会对全县尿毒症、白
血病、肿瘤等急难愁盼救助
对象进行排查摸底时，了解
到王以沫家的困难情况，将
她列入了救助对象。 这次走
访慰问，县慈善总会给家里
送来了食用油 、牛奶 、春联

及 5000 元救助金。 “现在医
疗技术很发达，你们要坚定
信心。 有什么困难是我们能
帮的，我们都尽力。 ”翟伟、
梅洪波与王德双老人促膝

交谈 ，从家庭情况 、孩子康
复，聊到如何增收、下一步救
助。 春节前的上门慰问，瞬间
温暖了这个冰冷的家庭。

从王称堌镇辛庄村出
来，濮阳县慈善总会的工作
人员又驱车 40 余公里急匆
匆地赶往该县清河头乡管

五星村侯明赫家中……进
家门，知患情，解患忧。 一次
次送温暖活动如冬日暖阳，
照亮了这些困难群众的心

坎上。
本报记者 樊欣欣 通讯

员 项绍铭 赵文明

�������1 月 28 日，天刚微亮，市社
会福利院的厨师管先海早早打

开餐厅大门， 熟练地拿出了红
薯、洋葱、鸡蛋，开始为福利院的
早餐做准备。 “我们一顿饭需要
准备两种，一种是正常餐，一种
则是给特殊孩子准备的流食。 ”
管先海说。

7 时 30 分， 管先海和同事
把早餐分装好放入推车，去给孩
子们送餐。 像这样的工作，管先
海坚持了 10 余年。

“开饭喽！ ”每到一个楼层，
管先海都会吆喝一声，“一是让
护理员准备好接餐，二是喊给孩
子们听，让这些没有家的孩子也
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管先海
说。

“孩子们，开饭啦，大家去坐
到小饭桌旁边。 ”未成年女孩区
的护理员王晓艳提醒道。对于由
于身体原因，生活不能自理的孩

子，护理员都会一对一喂饭。 “碰到孩子有情绪时，我
们就得耐心地哄。 ”王晓艳说。 除了身体残疾，市福利
院的孩子中脑瘫患者居多，这就加大了护理员的工作
量和工作难度。 “做这个工作需要能吃苦、不怕脏，极
其需要有耐心。”王晓艳告诉记者，“可能你觉得夸张，
我们干的时间长了，通过味道都能闻出哪个卧床孩子
大便了，我们护理员都是和他们朝夕相处的人。 ”

市福利院成立于 2005 年， 主要职责是收养安置
城区内“三无”老人、孤儿和社会弃婴，为他们提供生
活照料、医疗康复、特殊教育、送养安置等服务。 截至
目前，在院服务对象共 139 人，在院人数 56 人，院外
治疗、学习、康复 83 人。

为提高职工业务水平，2023 年，市福利院探索实
践“养育、医疗、教育、康复、社会工作”五位一体融合
发展模式，采用线上线下学习培训模式，提升护理人
员业务技能，开展孤残儿童养育照料、医疗康复、特殊
教育等技能培训，培育出一支肯吃苦、懂业务、有爱
心、乐于奉献的儿童福利职工队伍。

“通过努力， 我们一定会带给孩子更好的护理。
春节期间，我们还会组织孩子们一起看春晚、游园、贴
窗花、唱歌等活动，给孩子们营造欢乐、喜庆的过年氛
围。 ”市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管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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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 华龙
区孟轲乡社工站社工

走进孟轲乡北王庄村

村民李聚云家里 ，为
由于十几年前脑梗导

致身体每况愈下 、近
几年只能靠轮椅助行

的他送去一件特殊的

新年礼物———一辆崭

新的手动轮椅。 图为
李聚云的老伴齐素莲

从社工手中接过轮

椅。
本报记者 王莹 摄

冬日里的暖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