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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年画是春节重要习俗之一，
既是辞旧迎新，也增添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

扑灰年画起源于明朝初期，距
今已有 600余年的历史，其以独特
的制作工艺、艺术风格，在众多年
画中自成一家。 如今，年画已不仅
是节日的装饰品，它所具有的文化
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它成为反映民
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示范区居民宋红丽匠心坚守

宋氏扑灰年画制作 25年， 让这一
民间艺术得以保留和发扬 。 近几
年，她秉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
中传承”这一理念，让宋氏扑灰年
画焕发新的活力。

春节越来越近，扑灰年画非遗
传承人宋红丽也越来越忙了。

1月 16日， 记者来
到宋红丽的工作室，她正
在抓紧制作扑灰年画，为
春节市场做准备。

宋红丽的工作室面积不大，却
装下了她的万千世界。 环视一周，
满满当当的是制作扑灰年画所需

要的工具、颜料。 墙的一侧悬挂着
各式各样已经制作完成的年画裱

件，造型古朴稚拙，表现手法原真，
色彩绚烂而富有美感。

“宋氏扑灰年画在民间就是年
的象征，每到过年 ，家家户户都要
摆放。 ”宋红丽说，因祖上是方圆百
里有名的画匠 ， 她从小就耳濡目
染，小学的时候就爱写写画画。 直
至中学毕业后被爷爷选中，开始学
习宋氏扑灰年画。

宋红丽的爷爷是宋氏扑灰年

画传承人。 2016年，宋氏扑灰年画
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2018年，技术精湛、坚持制作
扑灰年画近 20年的宋红丽， 被评
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宋氏

扑灰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学习扑灰

年画的制作，已是宋氏扑灰年画第
五代传承人。 ”宋红丽介绍说，现在

有很多大学生和年画爱好者找到

宋红丽，主动学习 、体验扑灰年画
的制作过程。

所谓扑灰，就是柳枝烧炭成灰，
“炭灰为骨、落彩为衣 ”，一遍遍在
纯棉白布上描绘出更精致的作品。
粉脸、粉手、敷彩、描金、勾线……看
似纷繁复杂的工序，在宋红丽的熟
练操作下，制作出各式各样 、人物
形象栩栩如生的年画。

《坐骑八仙 》《七十二全神图 》
《二十四孝图》《家堂》 ……一张张
色彩明快、线条单纯 、极富个性的
画面充满着年福、节庆的传统文化
魅力。

“制作宋氏扑灰年画工序比较
多，选材也非常讲究。从绘制初稿到
制作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宋红丽说，
宋氏扑灰年画是全手工绘制而成，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艺

术形式，花费再多时间也值得。
一幅简单的作品通常需要四

五天，而复杂一些的甚至需要两三
个月的时间。 “作为宋氏扑灰年画
传承人，不仅要把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原汁原味地继承下去，还要
将传统的技艺融进现代生活中，做

出‘色道纯、线道工 、味道正 ’的新
作品，让年画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
光彩。 ”宋红丽告诉记者。

近几年，她一方面坚守宋氏扑
灰年画的老技法，常常外出交流学
习，让宋氏扑灰年画技艺得以传承
和发扬；另一方面抓住当前年轻人
对于“国潮”的追捧，在题材方面大
胆创新，让传统年画融入大量现代
文化元素 ，并在文创制作 、艺术收
藏等领域拓展年画的新功能、新价
值。

“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投入力度，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
人热爱咱们的传统文化，年画在市
场上不仅活了下来 ， 而且火了起
来。 ”宋红丽说。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宋红丽创
作的观音系列年画在当地很受欢

迎。 “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被视为慈悲和
智慧的化身，是度化众生的菩萨。 ”
宋红丽说，希望观音系列年画能够
记录他们这一代非遗传承人的努

力，更希望更多年轻人会因为这些
年画，留住年味，记住乡愁，传承文
化。 ⑨

宋氏扑灰年画“扑”出年味儿
本报记者 侯科建 通讯员 翟晓飞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我们出发去实
习啦！ ”1月 13日，在市残联主办的“就业帮
扶 真情相助” 残疾人保健按摩师推介会现
场，残疾人按摩师和保健按摩机构达成就业
意向后，大家在合影时充满信心地喊着。

“来之前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啥， 通过培
训，不仅学到了技能，还明确了发展方向，更
重要的是找到了工作，这是之前想都不敢想
的。”参与此次推介会的 2024年度残疾人保
健按摩基础培训班学员杨瑞刚（化名）说。

本次推进会以 2024年度残疾人保健按

摩基础培训班学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来自全
市 11家保健按摩机构积极参与， 提供了按
摩师、理疗师等丰富多样且具有发展潜力的
按摩相关岗位。经洽谈，共有 31名优秀学员
与按摩机构达成就业意向。 “我自己就是残
疾人，知道身为残疾人的困难。 我想着尽自
己的能力拉一把、带一带，帮助更多的残疾
人朋友走出自己的路。 ”前来招聘的某按摩
机构负责人高磊说。 輥輳訛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为进一步
弘 扬 志 愿 服 务 精

神， 擦亮全国文明
城市 “金字招牌”，
保障春运旅客拥有

安全舒心的旅行体

验， 展现青年志愿
者的良好风貌，1月
14日 ，2025年青年
志 愿 者 服 务 春 运

“暖冬行动”拉开序
幕 ，70余名青年志
愿者在高铁站 、客
运站为旅客提供贴

心服务。
身着绿马甲的

青年志愿者穿梭在

进站口、安检口、检
票口等人流密集区

域， 为旅客们提供
指引、解答疑问、帮
提行李、 反诈宣传
等志愿服务， 帮助
旅 客 顺 利 完 成 检

票、安检、上车等流
程， 用心用情为旅
客出行护航。

“您好 ，请从这
里搭乘电梯上二楼

候车 ！ ”“您好 ，请
到这里安检！”……
就读于河南财政金

融学院的王千一在

濮阳东站耐心地为

旅客提供指引服务。 “每当听到一声
伴随着微笑的‘谢谢’，都让我感到
格外真挚与温暖。 春运青年志愿服
务温暖的不仅是旅客的心， 还有被
许多‘谢谢’触动着我们，这次志愿
服务活动将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

经历。 ”王千一笑着说。
下一步， 团市委将持续深化开

展“暖冬行动”志愿服务，重点聚焦
特殊群体，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
质量，坚持开展有情怀、有深度的青
年志愿服务活动， 让春运归途变得
有温度、有暖意。 輥輳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洪中

通讯员 翁明） “等了三四年啊！ 终于
盼到房子交付的这一天了， 我们业
主可以过一个无忧的春节啦， 感谢
党委、 政府为我们尽心尽力所做的
一切！ ”近日，华龙区清华玖号院二
期房产项目业主王女士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据悉， 清华玖号院二期房产项

目设计标准为高品质低密度社区 ，
共 580户 ，于 2019年开盘 ，当时计
划 2020年年底交房。 后来由于建筑
材料价格上涨、 施工企业资金断流
等原因，项目施工搁浅，成为华龙区
情况最复杂、处置难度最大的“保交
楼”项目之一。

为促发展 、惠民生 、保稳定 ，近
年来，华龙区坚持“法治化引领 、市
场化运作”原则，采取“四个精准”工

作模式，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化解矛盾、破解难题，成功化解了该
项目拖欠工程款、涉法涉诉、配套融
资难、信访维稳难等一系列难题，于
2024年 11月 20日顺利交房。

精准研判，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该区成立由区房产、住建、司法 、信
访、金融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深
入分析研判， 找准影响该项目建设
的关键症结， 研究制订推进项目建
设的举措。 成立由县级干部牵头的
派驻工作组，常驻项目现场，对项目
风险隐患问题进行精准摸排， 能解
决的问题现场解决， 不能解决的提
交工作专班“把诊问脉 ”，建立整改
台账， 明确责任单位， 制订化解措
施。 针对工程欠款问题，派驻工作组
积极协调原施工方， 暂时搁置前期
施工欠款， 统筹资金保障已售楼栋

建设， 为项目复工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

精准施策，破解建设资金难题。
为使项目尽快复工复产， 该区积极
申报“保交楼”专项借款，累计为项
目争取资金 6000万元；对接市金融
工作局，通过降低按揭保证金比例，
释放资金 491万元，用于项目建设；
协调郑州银行办理按揭准入， 督促
未办理分期按揭手续的客户回款 ，
收回项目应收账款 2215万元；支持
不办理按揭手续的购房户退房 ，腾
出房源采取以房抵工的形式用于项

目建设；引进商业信誉好、资金实力
强的国企———中国十七冶集团接管

项目，承建后续工程，彻底解决资金
难题。

精准发力， 确保项目进度和质
量。 资金问题解决后，工作专班积极

协助施工企业制订“保交楼”施工计
划，明确交付时间表和路线图。 安排
专人入驻项目现场， 建立工程进度
台账，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进度，在确
保施工安全的前提下， 加强房屋质
量监管，确保不降标、不减配。

精准保障，推动项目成功交付。
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该区组
织召开银行、 公积金机构和贷款购
房户三方对接会， 督促落实银行商
贷按揭放款 12户、放款金额 797万
元；落实公积金贷款 11户 、放款金
额 658万元。 强化资金监管，设立专
用账户， 将项目借款资金、 销售资
金、 银行释放的按揭保证金等资金
封闭监管，做到专款专用；落实与业
主的定期沟通机制， 每周向业主反
馈项目进展情况， 确保业主情绪稳
定。 輥輰訛

华龙区一“保交楼”项目顺利交付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一场爱心接力在
濮阳县与西藏定日地震灾区之间迅速展开。
近日，濮阳县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积极响应
灾区需求，捐赠了价值 7.2万元的 900台电
暖扇，为处于寒冬中的灾区群众送去了温暖
与希望。

捐赠现场，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为濮阳县
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颁发了捐赠证书，并对
该公司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市红十字会负

责人指出，濮阳县美施宝电器有限公司心系
灾区群众，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人道主
义事业，为灾区群众送去了温暖和关爱。

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市红十字会将
充分发挥红十字职能优势，积极协调各方资
源，做好救灾物资的转运和发放工作。同时，
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到奉

献爱心的队伍中来，共同为灾区群众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輥輳訛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1月 16日，记者
自市民政局获悉，本月起，我市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再

次提高。 其中：集中养育孤儿最低基本生活
养育标准从每人每月 1465元提高至 1567

元； 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
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均从每人每月 1065元

提高至 1174元。
近年来，我市通过严格的入户核查、精

准认定和及时审批， 确保每一名符合条件
的儿童都能享受到应有的保障。 截至目前，
全市 370名孤儿和 1224名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已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 实现了
应保尽保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提升这些孩子的生活水

平， 市民政局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服务项目。
其中：“福彩圆梦·孤儿助学” 项目已连续 5
年为 80名成年孤儿提供每人每学年 1万元

的助学金资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孤
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则累计为 600余名孤
儿提供免费体检， 并为 10余名孤残儿童资
助了住院费用。

此外，市儿童福利院积极与省、市卫生
医疗机构合作， 建立了孤残儿童医疗康复
“绿色通道”， 与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残疾
儿童送教上门服务。 市民政局还组织实施
了 “阳光护童 照亮未来 ”“心灵呵护 ”等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 全面提升孤弃儿童在养
育、治疗、教育、康复和安置等方面的服务
水平。 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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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1月 9日，由省
文旅厅、省社科联指导，河南省文化产业协
会主办的 2024河南文化产业盛典举行期

间，河南省文化产业协会、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课题组、 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发布了 《河南省市文化
产业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 《报
告》）。 《报告》显示，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综合
指数排名全省第五，位居第一方阵。

《报告》指出，濮阳展现出各自独特的
发展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环境驱动力。濮阳在环境驱动力
上位于各市前列，建立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的机制，能够为文化创意者和企业提供优质
的支持。 近年来，濮阳以打造“中华龙源地，
世界杂技城”为目标，出台了文化旅游强市
相关方案、目标。 在促进深化文旅融合过程
中，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文旅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尤其是 2024年国庆节
期间，为吸引外地游客来濮旅游，濮阳出台

众多优惠政策， 用政策红利吸引了八方游
客，接待外地游客人数位居全省第五。

其次是文化市场消费力。 濮阳的文化
市场消费力表现亮眼， 居民文化消费支出
排名全省第一， 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
出比重、 文化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较高。 近年来，濮阳把文旅发展与促进消费
结合起来，以深厚的文化资源为依托，在节
日、 假期等重要节点上组织众多丰富多彩
的文旅活动，刺激了消费。 此外，濮阳拥有
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位列全省第

一，目前共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88项，
先后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进景区、进乡村、
进社区等活动， 精心打造 3条非遗研学线
路，文旅融合亮点纷呈。

《报告》同时指出，在文化产业生产要
素力、文化产业供给力、文化产业影响力等
方面，濮阳与先进地市相比还有差别。 这也
意味着，相对于软环境，濮阳的“硬核”文化
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打造和提升。 輥輳訛

宋红丽正在给扑灰年画勾线。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河南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报告》显示———

濮阳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位列全省第五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

900台电暖扇火速送达西藏定日地震灾区

1月12日一大早， 中原油田油区服务
中心康乐小区的单宝香就打开了茶聊室的

房门，备好茶水，等待附近的独居、空巢老人
前来一起喝茶、聊天。自 2013年加入小区的
爱心唠嗑队后，单宝香便将自家地下室改成
了茶聊室，让独居、空巢老人们每天都能聚
在这里，边喝茶边唠嗑解闷。

康乐小区爱心唠嗑队是由离退休职工

党支部书记刘秀莲发起成立的。 2013年 3
月，一位从养老院返回家中的独居老人，因
独自生活，情绪十分压抑。 为了宽慰这位老
人，刘秀莲每天都叫上邻居去她家唠嗑。 随
后，队伍逐渐壮大，便有了这支由辖区老党
员、热心退休职工、医护人员等志愿者组成
的爱心唠嗑队。 他们定期上门，为小区的独
居、空巢老人提供拉家常、陪聊陪伴、读书读
报、唱歌、义诊等服务，为老人排解烦闷、送
去欢乐，解决了独居、空巢老人有烦恼无处
诉说、有闷气难以排解的难题。

“我们目前有队员 29人。只要邻居有需
要，我们就会到邻居家中陪他们唠嗑，排解
邻居心中的苦闷，化解邻里纠纷，有时还帮
忙代购食材、药品。 ” 刘秀莲介绍道。爱心唠
嗑队成立 12年来，一直秉承“听百家言、知
百家事、解百家忧、暖百家心、系百家情”的
“五百”工作法，帮助很多邻居充实了精神生
活， 让一些老人走出了失去老伴的心理阴
影， 爱心唠嗑队也成为社区的亮点品牌、老

人的“心灵驿站”。
1月 13日 9时， 刘秀莲带着 3名爱心

唠嗑队的志愿者，再次来到小区八旬独居老
人李大爷家。 他们带来了老人爱吃的水果，
陪老人唠嗑，还打扫了卫生。 趁着上午阳光
好，把老人的被褥拿到阳台晾晒，一直忙到
中午。 临走前，刘秀莲还不忘给老人煮上一
碗热乎乎的葱花鸡蛋面。 “我们基本上每周
都会抽空来李师傅家三趟。 ”刘秀莲说，独
居的李大爷身患肠梗阻，一直是爱心唠嗑队
重点关照的对象。 李大爷平日爱吃的食品、
对身体有益的蔬菜、缓解病情的药物等，爱
心唠嗑队的每位志愿者都熟记于心。 几名
志愿者还组建了“小分队”，轮流陪着李大爷
去医院复诊。 让爱心唠嗑队志愿者感到欣
慰的是，通过大家的真心付出，不善言辞、独
来独往的李大爷，现在也会打开话匣子，跟
大家聊聊近日的新鲜事。

“像老李这样独居的老人，我们小区还
有 30多名，一直都是大家重点关照的对象，
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都非常了解。 ” 爱心唠
嗑队志愿者李秀华说。

春节将至，爱心唠嗑队已制订了关爱计
划。 “我们唠嗑志愿者已分好 14个组，除夕
当天，将会陪独居、空巢老人过年聊天，帮他
们视频连线在外部市场、外地工作的子女互
相拜年，让老人过个开心、别样、情暖的春
节。 ” 刘秀莲说。 輥輳訛

爱心唠嗑队 情暖夕阳红

图 ① 1 月 10
日， 顾客在华龙区义乌
小商品批发年货市场选购

春节饰品。 春节临近，群众置
办年货的热情高涨，年味越来越
浓。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图② 近日，台前县清水河乡组织平
安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成立宣传小队，开
展烟花爆竹禁放限放宣传活动。 图为 1 月 15
日，志愿者在辖区超市内讲解有关政策。 ⑨

本报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孙绪建 王传帅 摄

图③ 新春将

至，市城区花卉市
场迎来了销售旺季 ，

商家纷纷把各类年宵花

卉摆放在显眼位置，吸引顾
客逛摊位、挑年花，感受花样年

味。 图为 1 月 16 日，市民在挑选
心仪的鲜花。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法治引领破难题 市场运作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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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保健按摩师推介会举办
31人与按摩机构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袁冰洁 史式灿 通讯员 韩学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