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宋仁志 通讯员 施晓雷）
记者自市委宣传部获悉，4月 30日， 在我市
全景拍摄的禁毒电影《猎毒风云》，上线爱奇
艺、优酷平台。

据介绍，电影《猎毒风云》由省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省教育厅推荐，市委宣传部、市公
安局指导，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持，浓缩再
现了缉毒警察与毒枭对决的过程中面临的

巨大危险，例如枪杀、爆炸、虐打、并肩作战
的战友不幸牺牲、亲密家人被歹徒绑架要挟
等，影片还穿插了一线警察在作战任务中面
对家庭、亲情的不断抉择，用细腻的情感呈
现，让缉毒警察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

影片通过对缉毒题材的深度挖掘和精

心制作，向那些奋战在一线、面对凶险绝不
退缩的缉毒英雄们致敬，正是他们的隐姓埋
名、出生入死，用自己的鲜血甚至是生命，拨
开黑暗，守护我们的岁月静好。 同时，影片也
从侧面向观众展示了毒品的危害，告诫大家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为深入开展基金监管宣传月活

动， 切实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法律法规和
政策措施的宣传，营造人人知晓、人人遵
守、人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近日， 濮阳县医保局联合濮阳县人民检
察院走进医疗机构，开展“基金监管同参
与 守好群众‘救命钱’”“严厉打击骗保行
为 保障群众切身利益”主题宣传活动。

（记者 陈增勋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4月 24日下午， 市油田第三小学

五年级的 16名小学生来到市中医医院，
沉浸式体验了解中医药文化。 在讲解员
的介绍下， 同学们深入了解了中医药的

起源、 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重
要地位， 聆听了关于神农尝百草等中医
药经典故事。

（记者 陈增勋 通讯员 李文卓）
●4月 28日， 市龙祥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濮阳县梨园乡， 为 30
名困境儿童送去属于他们自己的 “迎春
爱心包”。 据悉，为满足孩子们的个性化
需求， 该中心工作人员在前期走访陪伴
的过程中， 与每个孩子及其家庭都进行
了深入交流，收集并整理了他们的心愿，
确保他们在春天收到心仪的礼物。

（记者 吴丹）

�������本报讯 （记者 张西恒 通讯员 李宇）
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濮阳调查队近日联合
发布的《2023年濮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根据濮阳市人口抽样调查结
果，截至 202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70.1万
人，比 2022年末减少 4.20万人。

从城乡结构看， 常住人口中城镇常住人
口 194.56人，比 2022年末增加 1.31万人；乡
村常住人口 175.54万人， 比 2022年末减少
5.51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57%，比上
年末提高 0.94个百分点。

从性别结构看 ， 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
183.10万人，比 2022年末减少 6.53万人；女
性人口 187.00万人， 比 2022年末增加 2.33
万人。 男女性别比为 97.9∶ 100。

从年龄结构看， 常住人口中，0岁至 15
岁 91.4万人，占比 24.7%，比上年提高 0.8个
百分点；16岁至 59岁人口 208.4万人， 占比
56.3%，比 2022年末下降 2.4个百分点；60岁
及以上人口 70.3万人，比 2022年增加 5.1万
人，占比 19.0%，比 2022年末提高 1.6个百分
点，其中 65岁以上人口 54.80万人，比 2022
年末增加 3.18万人，占比 14.8%，比 2022年
末提高 1.0个百分点。

从自然增长情况看， 全年出生人口 2.7
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 7.25‰； 死亡人口 2.9
万人，人口死亡率为 7.79‰；自然增长率为
-0.54‰， 比上年的增长率 0.65‰下滑 1.19
个千分点。

我市常住人口370.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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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濮阳日报》贯穿着光
阴，承载着梦想……当我看到
“深港跨境电商杯———我与濮

报情缘” 有奖征文启事时，才
惊诧于 《濮阳日报》40周年的
厚重与年轻。 屈指算来，我与
《濮阳日报》 有幸结缘已经 20
多个年头了，作为《濮阳日报》
的忠实读者和朋友，我打心眼
儿里替她高兴，为她喝彩。

遇见你一见钟情

1998年初冬，我离开故乡
来到驻濮某部服兵役。 新兵连
集训结束，连队领导看我平时
爱好写写画画，有一定的文字
功底，便让我到营部担任新闻
报道员。 我问教导员：“写新闻
报道，有没有老师带带我？ ”他
转身到房间里抱来一大摞《濮
阳日报》 放在我的面前， 说：
“这就是最好的老师 ！ 用心
学。 ”我好奇地随手翻了翻，没
想到一下子就被 《濮阳日报》
有关文章所吸引，接连看了一
个月 ，感到大饱眼福 、获益匪
浅。 渐渐地，在《濮阳日报》的
启发下，我开始了“爬格子”的
尝试。 1999年 5月，我试着写
了一篇《释然心情》，没想到在
濮阳市电信局和濮阳日报社

副刊部联办的 “电话在我身
边” 有奖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召开颁奖会时，副刊部编辑田
迎春将电话直接打到濮阳军

分区宣传科“找人”，后几经辗
转才联系到我本人 。 这一番
“操作 ”下来 ，我可算 “出名 ”
了，在单位“圈内”尽人皆知我
写的文章在 《濮阳日报 》上发
表并获奖。

走近你一见如故

每年单位订阅的报纸杂志有十多

种，风格各异，战友们各有所好，可谓“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 《濮阳日报》刊发的文
章让我感到很接“地气”，对我的工作很
有帮助和学习借鉴。 那时，部队多次邀请
报社记者部主任杨照瑞为官兵授课。 我
借此机会频频向杨老师表“亲近 ”，聆听
新闻采写技巧。 在他专门“开小灶”的悉
心指导下，我的“豆腐块”报道《驻濮某部
官兵享用“文化大餐”》《驻濮某部强化军
政素质》《驻濮某部积极参与地方建设》
等新闻稿件相继在《濮阳日报》上发表。
尽管这些稿件在 《濮阳日报》 上只占据
“一丢丢 ”位置 ，但每篇 “豆腐块 ”的 “亮
相”都能让我兴奋不已，高兴好几天。

喜欢你一心一意

随着“豆腐块”见报数量的增多 ，我
的新闻敏感性越来越强，写作水平也“水

涨船高”。 我牢牢根植于《濮阳
日报 》这块宣传主阵地 ，不仅
写新闻体裁，同时也写文学类
作品 ，如 《父母心如伞 》《母亲
的巴掌》《走过去前面是片天》
《跟着父亲赶集》等文章，并陆
续被《濮阳日报》采用。 日积月
累，我在《濮阳日报》上刊登的
各类文章竟有 300余篇 ，每年
在军分区召开的宣传报道表

彰会上都能为单位捧回“宣传
报道先进单位”的牌子。 我个
人也因宣传报道成绩突出连

续三年荣立三等功，被连队表
彰为“岗位成材标兵”“新闻报
道先进个人”。

爱上你一往情深

我喜欢《濮阳日报 》，还因
为她是我工作、 生活中的良师
益友。
2004年初冬 ， 我告别军

营，转业来到华龙区（原市区）
公安分局宣传股， 继续从事宣
传工作。 为完成宣传任务并提
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我每天研
读《濮阳日报》，有针对性地写
稿，稿件写成后，又骑着自行车
到濮阳日报社送稿。 在此过程
中，我认识了郑威、王晖等热心
老师。有了老师的指点迷津，我
采写的 《阳光下的肥皂泡》《五
旬妇女投下的“玫瑰陷阱”》《二
天一夜，与“老鼠会”的直面较
量》 等一批新闻稿件， 相继在
《濮阳日报》上“露脸”，在社会
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拜读你一生精彩

随着给《濮阳日报》写稿越
来越多，我也与王同录、张永生

等编辑记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工作中，他
们或通过修改稿件， 或传达近期宣传报
道重点， 或提醒写稿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等，给予我指导和帮助。 在他们的指点和
引导下，我所采写的稿件如“开挂”一般，
见报“命中率”越来越高。 有幸与他们结
识，于我而言，更是一笔难能可贵的人生
财富。

回首往事， 总想说声：“谢谢您———
《濮阳日报》，我一生的老师、亲密无间的
‘战友’。 ”让我们的情缘续写在下一个十
年、二十年，抑或更久远的未来吧！

“这儿就是德力西吧， 这大企业
真不错啊。”4月 30日，残疾人小慧和
母亲来到德力西集团，参加市残联组
织的“走访拓岗促就业”德力西专场
招聘会。

在和门岗保安说明来意后，小慧
和母亲被引领进了一间接待室。简单
登记信息后， 小慧和母亲跟随指引，
来到了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一到会议室门口，小慧就看到了
老熟人———市残联负责残疾人就业

工作的工作人员苏红玮。 原来，小慧
属于后天听力残疾，离异后带着儿子
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突如其来的家庭
变故，让她变得自卑起来。 小慧母亲
经人介绍，找到了市残联求助，接待
她的正是苏红玮。 “这些年，断断续续
的，因为找工作的事情，可没少给红

玮添麻烦。 ”小慧母亲告诉记者，“这
不，这次又是红玮专门打电话通知我
们的。 ”

会议室内 ，已有 10多名前来应
聘的残疾人围桌而坐， 他们面前都
整齐摆放着矿泉水， 桌前大屏幕上
显示着 “市残联走访拓岗专场招聘
会”的字样。 “大家先坐，喝点水。 ”德
力西人事部经理刘怀杰热情地招呼

着大家。
招聘会正式开始，刘怀杰首先介

绍了企业的概况、招聘岗位、用工需
求、福利待遇等。随后，前来应聘的残
疾人纷纷提出了他们关心的问题 。
“咱们的岗位都是坐岗吗？ ”“你们这
都是楼房， 车间里有没有电梯啊？ ”
“待遇怎么样啊？ ”……面对疑问，刘
怀杰一一耐心解释，打消了大家的顾

虑。
到了试岗环节 ， 大家在德力西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生产车间 ，
然后被安排进入各个组装小组 ，观
摩工人生产。 观摩结束后，每个人都
可以上手去操作， 看看自己能否胜
任。

正在大家观摩的时候，德力西工
作人员带着一名残疾人在生产车间

来回穿梭，好像在交流着什么。 这名
残疾人叫小霞 ， 已经在南方打工 4
年。 “在市残联公众号上一看到招聘
信息，我就辞职了，今天凌晨 3点刚
到的濮阳。 ”小霞说，“我终于可以在
家门口打工了。 ”

据了解， 此次招聘会是市残联
深入开展“走访拓岗促就业”精准帮
扶残疾人就业的创新模式。 市残联

通过与用人单位达成残疾人就业合

作， 首先在市残联公众号上发布企
业招聘信息， 然后把招聘会设置在
企业内， 带领有意向的残疾人深入
企业内部了解企业， 并且通过亲身
试岗的方式， 让用工单位和求职者
实现双向选择， 最终实现精准匹配
的目的。

“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开展’走
访拓岗促就业’活动，充分发挥残疾
人和企业之间的纽带作用，积极宣讲
残疾人就业政策，帮助开发更多适宜
残疾人的助残就业岗位， 通过有效、
精准的就业帮扶服务，促进企业与残
疾人实现双赢，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
高质量发展。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报记者 管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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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岗暖民心 精准助残促就业

近年来， 农村高额彩礼现象备受关
注，从街头巷尾到网络空间，高额彩礼总
成为热频词。

中国是礼仪之邦，彩礼自古就有。 源
于传统结婚习俗中的“三书六礼”，本为
彰显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 也代表男方
对女方的尊重。 然而，近些年来在一些地
方， 彩礼出现异化，“礼” 的本质退化，
“财”的特性凸显，甚至形成攀比之风。

记者在采访中曾听到关于彩礼 “一
动不动，万紫千红”的顺口溜。 其中，“一
动”指的是汽车，“不动”指的是房产，“万
紫千红”则指现金纸币的颜色。 饱受诟病
的高额彩礼， 在一些地方成为一些农村
青年迈向婚姻殿堂的“拦路虎”。

高额彩礼现象的成因复杂， 既有农
村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 也跟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观念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
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点名高额彩礼 ；去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
联联合举行关于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

彩礼的新闻发布会， 发布涉彩礼纠纷典
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 2
月 1 日起施行。 这些都足见党和国家对
高额彩礼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治理决心 ，
也折射出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遏制农村高额彩礼 ，无疑也是对基
层政府施政智慧的考验。从党员带头婚
事简办 、集体婚礼倡导 “零彩礼 ”，到建
立相亲平台创新说媒方式 、将彩礼标准
写入村规民约……近年来 ，各地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推进移风易俗 ，抵制高额彩
礼 、 引导婚俗新风的效果正在逐渐显
现。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 治理农村高额
彩礼不可能一蹴而就。 移风易俗重在引
导而非强制， 要谨防因急于求成而导致
治理手段出现偏差。 有的地方曾以“黑名
单”张榜公示方式曝光高额彩礼行为，类
似做法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 当引以为
戒。

在通过有效引导改变群众观念的同

时，根治高额彩礼更应抓住“牛鼻子”。 只
有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增加农村青年在
本地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收入稳增、发展
有望， 吸引越来越多农村青年尤其是女
青年扎根乡镇， 才能改变农村未婚青年
男多女少的现状。 高额彩礼失去生存土
壤， 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彩礼婚俗才能真
正回归“礼”性。 胡锦武

彩礼婚俗应回归“礼”性

“您好！请出示身份证！”4月 25
日，记者走进华龙区黄河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只见预防接种门诊内不少
市民群众抱着孩子前来接种疫苗。工
作人员耐心为其做好登记、接种等全
流程服务，说话间隙还不断提醒市民
群众及时关注“小豆苗”APP、短信提
醒等，按时带孩子接种疫苗。

“哪个孩子什么时候该接种疫苗
了， 我们会及时给家长发短信或者电
话联系，以免错过接种时间。 ”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
为给市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就诊环境进行

了改造提升， 整个门诊登记区、 接种
区、留观区等功能区分区明确，环境干
净、整洁，令人感到舒心、愉悦。

“孩子该接种疫苗的时候， 我们
都会第一时间来这里接种。这里环境
不错， 还专门在留观区安装了窗帘，
方便宝妈们哺乳。 ”一名正在留观区
给孩子喂奶的女士如是说。

预防接种是防控传染病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段，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今年 4月 25日是我国第 38个
“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
“共同行动 接种疫苗 为全生命周期
护航”。

多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免疫规划
工作， 把免疫规划作为民生工程、基
础性工作、核心工作来抓，始终锚定
提升接种率和服务质量的出发点，牢
牢把握强化门诊规范化建设、探索内

涵建设和推行千分制考核的切入点，
紧紧抓住夯实人才队伍、建立沟通机
制和优化管理模式的关键点，坚持聚
焦短板弱项的突破点， 多向发力，多
措并举，全面推进免疫规划工作持续
向好发展。

把最好的房子、 最显著的位置、
最强的人员配置到预防接种门诊，是
我市打造预防接种服务的一张名片。
我市按照“政府主导、示范带动、高标
准建设、软硬件并重”的指导思想，启
动实施了“建设群众满意的示范接种
门诊”攻坚行动。目前，全市 109家预
防接种门诊中，成功创建省级示范门
诊 102家，并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乡镇
预防接种省级示范门诊全覆盖。

据我市首席免疫规划专家、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聂

占普介绍 ， 我市持续 20余年保持
90%以上高水平的接种率和监测能

力，免疫规划疫苗针对传染病的控制
成效明显。 全市 15岁以下儿童乙肝
表面抗原携带率由 1992年的 9.75%

下降至 1.27%，5岁以下儿童降至
0.3%；连续 6年麻疹发病达到消除水
平（发病率低于 1/ 100万）；连续 3年
无麻疹确诊病例发生； 连续 30年保
持无脊灰状态（无脊灰野毒株病例发
生）； 连续 47年无白喉病例发生；实
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流
脑、乙脑等疫苗针对疾病也控制在历
史最低水平，切实保障了全市人民的
生命健康。

本报记者 王莹

我市高度重视免疫规划工作，将其作为民生工程、基础性工作、核心工作来抓———

多向发力 为全生命周期护航

为助力城市公园园林景观功能性提升，进一步完善公园空间布局和功能划分，更好满足市民游
园需要，为市民提供文明、优质、温馨、便利的服务，4 月 30 日，市园林中心在市龙城广场、濮水公园等
公园的部分区域安装了便民衣帽架，方便市民游园时挂衣服、帽子和背包等物品，实实在在为广大市
民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张迪 通讯员 鲁征 摄

小小衣帽架 满满惠民情

4 月 30 日，濮阳日报社举办庆“五四”青年节职工趣味运动会，主题是“我运动、我快乐、我锻炼、我健
康”，100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趣味运动会的举办，丰富了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也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体
育锻炼的意识。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