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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东
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1月
21日晚 8时 45分， 戚城文物
景区东门二楼戚城书院内，琴
声悠扬，弦动古今，青年古琴演
奏家、弦歌演唱家、中国乐器学
会古琴学术委员会理事、 濮阳
市古琴学会会长张中亚一首

《青玉案·元夕》，让在场的所有
人心醉神驰。

张中亚演奏时所使用的古

琴，不是一般的古琴，而是一把
有着 800多年历史的传世名

琴———“太虚仙”。当晚，作为我
市春节文旅活动重要内容之一

的“弦动古今，琴韵龙乡”古琴
艺术展暨名家名坊展览在此开

展，“太虚仙” 在此次展览中首
次亮相濮阳。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张
中亚介绍，古琴又称“玉琴”“瑶
琴”， 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有
着 3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瑰宝和传承。 古琴因
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而
居于四艺之首， 寄寓了文人风
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态度，
是文人雅士爱不释手的器物、
吟诗作画的题材。 “太虚仙”古

琴为元末明初仲尼式老琴，面
桐底梓，黑间栗壳色漆，鹿角灰
胎，面底多处朱漆补髹。 通体蛇
腹断。 原徽遗失，后装蚌徽。 长
方形池沼。 水晶轸足， 红木岳
尾。 龙池上方篆书刻琴名“太虚
仙”， 龙池左侧行书刻 “南风幽
意，白阳山人衢仙”、并“陈氏道
复”，“白阳”两方印章。 龙池右侧
楷书刻“薰风净度，灵鹤仙游”。
落款“韦椿”，并“大年”印章。

据介绍， 此次古琴展览内
容丰富，将展示古琴起源、发展
各阶段图片，展示古琴与诗词、
绘画、 哲学等文化领域交融图
片及当代传承图片。展览期间，
还会邀请国内知名古琴制作老

师的作品参展， 展出其经典代
表作品， 邀请古琴专家举办讲
座，介绍古琴历史、文化、演奏技
巧等知识。 此外，还将举办古琴
雅集，邀请本地琴友节假日期间
切磋交流，邀请知名古琴演奏家
举办专场演奏会， 演奏经典曲
目，让观众感受古琴艺术的独特
魅力。

“今年是首个‘非遗春节’，
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展览， 让更
多人了解非遗古琴文化， 更好
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 ”张中亚说。 ⑩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洪中 通讯员 张宁 ） 春节将
至，年味渐浓。 1月 18日，范县
人民法院抓住被执行人返乡过

年的有利时机， 开展 “执守春
节”集中执行专项行动，以涉民
生、小标的案件为突破口，重拳
出击，推动生效裁判执行到位，
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让群众过一个安心年、暖心
年。

当日清晨 6时 30分，该院
全体执行干警集结完毕， 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主任

李亚博指导此次集中执行行

动。 “出发！ ”随着一声号令，执
行干警按照既定方案， 以分片
拉网与重点突击相结合的方

式， 对平时行踪不定、 传唤不
到、 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突击
拘传。在执行现场，执行干警的
每一次敲门、每一次对话，都是
对被执行人的警告， 也是对法
律权威的宣示。

执行行动中， 执行干警坚

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因案施
策， 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的被执行人，积极释法明理，引
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对
于有履行能力但不愿意主动履

行的被执行人， 依法运用执行
强制措施，严厉打击其规避、逃
避和抗拒执行的行为。 对于确
有困难无法及时履行的， 执行
干警积极做双方当事人工作，
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
据统计，本次集中行动，拘

传 9人、拘留 3人，执行完毕 3
件，达成和解 4件，执行到位金
额 13万余元。

法官手里一件案， 百姓心
中一片天。该院负责人表示，将
充分利用春节前关键节点，常
态化展现“如我在执”的担当 ，
灵活运用执行措施，兼顾执行
工作的刚性与柔性 、平衡执行
的力度与温度 ， 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

度。 輥輰訛

弦动古今 琴韵龙乡

传世名琴“太虚仙”亮相濮阳

范县人民法院“执守春节”在行动

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1月
21日，市公交公司根据中国农
业银行濮阳分行定制需求，正
式开通两条 “农行号” 定制专
线。 1月 21日至 29日，往返于
高铁公交客运中心与市城区沿

线各农行网点的乘客， 均可免
费乘坐这两条定制专线。

在开通前， 市公交公司与中
国农业银行濮阳分行进行了深入

沟通与合作， 共同商讨定制专线

的运营细节。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
濮阳分行提供的16个网点地址

信息，市公交公司精心规划出了
两条定制线路。 其中，一条线路
从高铁公交客运中心直达市房

地产交易中心农行站， 另一条
线路则通往昆吾路绿城路口

（万达广场）农行站。这两条线路
的运营时间都与高铁东站的乘

客到站高峰时段紧密衔接，确保
了乘客的出行需求。 ⑩

定制特色公交线路 彰显城市温情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贯彻落实好各项帮
扶政策，1月 21日， 中原银行
濮阳分行党委领导班子一行到

定点帮扶村台前县城关镇前王

楼村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代表该行党委向该村困难群众

送去关怀与温暖， 让他们暖心
过冬、幸福过年。

该行党委领导班子一行与

台前县城关镇党委委员、村“两
委” 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进行
座谈交流， 深入了解该村经济
发展现状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情况，认真听取“五星”支部创
建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情

况汇报；同时，深入该村困难群
众家中，送去米、油、春联等，实
地查看其冬季住房、饮水、取暖

安全情况。 通过与群众面对面
交谈，该行党委领导班子一行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健
康情况及遇到的困难 ，并向他
们宣传教育帮扶政策 ， 用实
际行动解民忧 、纾民困 、暖民
心。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 增进
了中原银行濮阳分行与该定点

帮扶村困难群众之间的感情，
为乡村振兴工作注入新活力。
今后，中原银行濮阳分行将进
一步梳理群众需求 、 完善帮
扶机制 ， 围绕该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精准发力 ， 全面落
实好各项帮扶政策 ， 及时解
决好该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
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 輦輲訛
（中原银行濮阳分行供稿）

中原银行濮阳分行赴定点帮扶村走访慰问

一瓢藏造化，天地一葫中。 随着春节
临近，濮阳市老干部葫芦文化艺术研究会
会长葛广乾的手机响得频繁起来———不

时有人求买葫芦：“葛老师，过年想要个葫
芦在家里镇宅招财，你那里有合适的吗？ ”

“葫芦是人文瓜果。 在中国文化里，小
小葫芦中有着大大的世界。 就拿过春节来
说，葫芦谐音‘福禄’，蕴藏着美好的寓意，
自古是重要的年货之一。 ”1月 19日，在濮
阳市葫芦文化展厅，葛广乾一边说一边给
记者介绍着各种葫芦，“你看这两个，一个
上面是‘福’，一个上面是‘禄’，组合在一
起就是‘福禄’，放在家里特别好。 再看这
边五个，每个上面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
‘家和万事兴’，已经被人预定。 ”

在葛广乾这里 ，通过烙画工艺 ，一个
葫芦能成为艺术品，每个葫芦都是一种文
化寄托。 但实际上，他接触葫芦烙画才三
年多。 三年前，葛广乾偶然认识了濮阳市
老干部葫芦文化艺术研究会原会长曹继

秋，被曹继秋家中一个个精美的葫芦深深
迷醉。 尤其是听到曹继秋讲述葫芦文化
后， 葛广乾更是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葫芦，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濮阳市老干部葫芦文

化艺术研究会。 葛广乾把努力的方向放在
葫芦烙画上， 在家里专门辟出一间房成立
工作室，不仅向曹继秋等人学习，更是每天
对着网上的视频讲解进行学习， 很快便有
了一定的艺术造诣， 不仅被推选为濮阳市
老干部葫芦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 而且还
成为濮阳市市级非遗项目葫芦烙画的主要

传承人。
如果说葛广乾是濮阳葫芦文化界后起

之秀的话，那他的老师、濮阳市老干部葫芦
文化艺术研究会原会长曹继秋， 就是名副
其实的元老了。 今年 80岁高龄的曹继秋，
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身板硬朗。 能有
健康的身体， 曹继秋将其归功于葫芦———
他至今玩葫芦已经 20多年。 曹继秋介绍，
在退休之前，他就在自家院子种植葫芦，退
休后索性在濮阳一公园内租了一亩多地种

葫芦。在种葫芦的同时，他将自己的艺术重
点放在葫芦雕刻上， 雕出了很多在业界广

受称颂的艺术品。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周年时， 曹继秋以红色文化为依
托， 雕刻出了系列红色文化葫芦作品，给
祖国生日献礼。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007年，曹继秋
应几位“葫芦友”之邀，成立了濮阳市老干
部葫芦文化艺术研究会。 十多年来，在曹
继秋的带领下，该研究会共写出 200多万
字的研究作品， 举办了 100多场研究、交
流活动。 “葫芦形体美观，质地温润如玉，
是一种天然的艺术品。 更为可贵的是，葫
芦是一种人文瓜果，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
化内涵，涉及哲学、宗教、民俗、文学、艺术
等众多领域。 玩葫芦玩的是文化、是艺术，
追求的是返璞归真、道法自然、老有所乐、
颐养天年。 ”曹继秋说，他现在爱葫芦已到
了痴迷的境地，每天葫芦不离手，睡觉时
也拿着葫芦。

更难能可贵的是，濮阳市老干部葫芦

文化艺术研究会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致
力于葫芦文化的传承与推广。 近年来，凡
有濮阳市举办的非遗展演、 非遗集市，以
及文化进基层、文化进社区，文体旅联合表
演、节假日文化大集等，曹继秋、葛广乾等
都带着葫芦艺术品踊跃参加。 一个个精美
的葫芦艺术品， 总能成为活动现场最为吸
引人的非遗项目之一。 此外，濮阳市老干部
葫芦文化艺术研究会还与华龙区二中结

合，将华龙区二中作为葫芦文化传承基地，
在校园开展葫芦种植、葫芦文化研究、葫芦
文化艺术创作， 成立校园葫芦文化艺术研
究会，吸引了1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

因为葫芦艺术品的精美和其中蕴藏

的美好寓意， 每次展演都有不少市民求
购。 尤其是每年元旦、春节期间，葛广乾等
人的葫芦艺术品更是供不应求，他们将春
节文化与葫芦艺术结合起来，创作出“龙
凤呈祥”“吉祥如意”“福禄” 等艺术作品，
深受市民欢迎。 “小葫芦里大乾坤，小葫芦
里见人生，我们将继续努力，把葫芦文化
传承好、推广好，用葫芦玩出幸福人生，用
葫芦弘扬优秀文化。 ”葛广乾说。 ⑩

本报记者 袁冰洁

葫芦上烙刻“福禄”人生

（上接第一版）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
管理，摸清底数、精准溯源、明确主体，切
实做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 现已排查
472个入河排污口，溯源率 100%；纳入“一
口一策” 整治清单 255个， 完成整治 206
个，完成率 80.8%。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处

置，处置率达 100%。 全面排查管网现状，
累计完成雨污水管网清淤 440公里，累计
完成老旧小区分流及混错接改造 1415

处。

打好污染防治“净土保卫战”

健康的土壤是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 保护土壤、治理土壤污染，可以
促进土地的永久利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
展。

一年来，我们统筹全面、重点攻坚，直
面采油区复杂的土壤及地下水形势，摸清
现状、综合施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持续
加强，全市土壤环境质量呈现稳中向好的
态势———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压减 。 2024

年， 我市化学需氧量预计完成减排 3870
吨，氨氮预计减排 331吨 ，氮氧化物预计
减排 649吨， 挥发性有机物预计减排 923
吨，为建设项目总量指标替代腾出了充足
空间 ， 助力全市 90个建设项目顺利实
施，为濮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环境要素保
障。

地下水污染防治逐步推进。 完成全市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地下水分区
管理、分级防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完成全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典型污染源地

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90处水源地、2
个产业集聚区及 5个生活垃圾处理场完

成地下水水质调查，1836组采集样品完成
分析检测， 地下水污染风险得到严格管
控。

农村环境整治持续推进。 全年完成 5
条国家监管和 5条省级监管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新增完成 107个村庄农村环境整
治， 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 94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5.2%，完成
“十四五”农村环境年度治理任务。

打好“净土保卫战”，让濮阳城乡的绿
化美化水平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更加优

质、居住环境更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幸福场景处处可见。

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的 “含
绿量”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如
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一道必
答题。

一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两山 ”理论 、
落实“双碳”部署要求，立足市域、站位大
局，全流域全过程做好环评审批和环境容
量保障，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为社
会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力，实现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建设的和谐

统一———
审批流程便捷高效。 全面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一窗通
办、一网联办、限时快办、特事特办。 落实
“三线一单”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严
格控制审批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相关项

目。
执法监管包容审慎。 动态调整执法正

面清单，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
充分利用无人机、在线监控等开展非现场

执法。 组织开展多领域专项行动，检查帮
扶企业 7238家次，发现问题 1234个，督导
企业及时完成整改。 2024年以来，共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 163份，轻微不予处罚案
件 28起。

“无废城市”建设深入推进。 印发实施
《濮阳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
施方案》，为“无废城市”建设定好框子、指
明方向。 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严格落
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开展全市 149
家危险废物企业规范化管理评估，审核转
移联单 1235条。

矢志向绿行，黄土绘丹青。 如今的濮
阳，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地更绿了，经济
社会发展的 “含绿量”“含金量” 更高了，
“美丽濮阳”不再是一张蓝图，而是每个龙
都人民真切感知、 深切感受的幸福每一
天。

岁序更新 ，华章再启 ，又是一年盛会
时。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始终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推进美丽濮阳建设，
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濮

阳！ ⑩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
讯员 张玉锋） 1月 21日上午 ，
市图书馆新馆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仓颉书苑正式对外开放。
记者当天上午在仓颉书院

看到，书苑坐落于市图书馆新馆
一楼东侧， 建筑面积 750平方
米，阅览座位 150余个，配有自
助办证借还一体机、智能控制系
统、安全门禁等先进设备。

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仓颉
书院与市图书馆新馆、 老馆及
51个分馆无缝对接， 实现通借
通还。内有图书 3000余册，涵盖
少儿、文学、历史地理、哲学、自
然科学等大类， 设有自修区、休
闲阅读区、文创展示区，不仅满
足读者的多元阅读与借阅需求，
还包含延时服务、 错时开放、文
化沙龙等多项特色服务，无线网
络全面覆盖，竭诚为读者营造一
个“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持证读者可在门口凭身份证
或电子借阅证刷脸免费进入，未
办理读者证的读者，可通过新馆
或老馆自助办证机办理读者证。

运营时间暂定为周一至周日早

8点至晚 11点。
开放首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新年艺术课《画蛇添福》在仓颉
书苑的一隅精彩上演。参与者在
老师的悉心讲解下，深入探究了
“蛇” 这一形象在传统文化中所
蕴含的吉祥寓意，以及“福”字背
后深远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
随后，大家纷纷动手，开始创作
属于自己的卡通蛇作品。他们巧
妙地运用丙烯马克笔及油墨，为
作品渲染丰富的色彩，并精心添
加祥云纹等相关元素作为背景，
最终一幅幅创意满满的“金蛇送
福图”跃然纸上。

“仓颉书苑作为市图书馆新
馆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为市民
打造沉浸式的阅读空间、活动空
间、展示空间，提供一个更加宽
敞、舒适、现代化的阅读和学习
环境，更将成为濮阳市重要的文
化景观和书香灯塔，为推动全民
阅读、有形有感有效助力推进书
香濮阳建设贡献力量。 ”市图书
馆馆长刘若瑾说。 ⑩

仓颉书苑正式运营

濮阳再添一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为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市公安局持续强化社会面巡逻管控工作，全力提高见
警率、管事率、震慑力和社会治安掌控力。 图为 1 月 21 日，市公安局民警携警犬在水秀街巡逻。 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高纪才 路镜玉 摄

“我们退休了，其他事情做不了，搞好
巡逻、看护家园还是能做得到的。 ”1月 10
日，华龙区孟轲乡安厦社区内，正和老伙
伴结伴巡逻的安厦老兵志愿队队长蔺南

海快言快语地说。
安厦老兵志愿队的成立，得益于一次

座谈。 2024年“八一”建军节前夕，项目部
召开退伍老兵座谈会，了解到社区公益性
人员减少、 为居民服务力不从心的情况
后，退伍老兵蔺南海心想：“我们若能成立
退伍老兵志愿队，协助社区搞管理，不也
是‘退伍不褪色’吗？ ”他的提议当场得到
王山宝、王传彪、李少杰、邓从水、房新民
等几名退伍老兵的赞同和社区的支持，后
经策划成立老兵志愿队。 此后的每一天，
小区居民都能看到退伍老兵带着红袖标

在社区巡逻， 他们成了平安社区的守护
者。

小事关爱暖人心

王传彪住在超东小区，超东小区在安

厦社区北面，中间隔着中原路，楼栋长到
社区拿报刊不方便。 于是，王传彪每周五
便骑着三轮车，把报纸拉回小区发给楼栋
长。 小区里的陈师傅因病住院，由于女儿
在外地工作，老人特别无助。 王传彪知道
后，跑前跑后为老人办就医手续，隔三岔
五去医院或打电话询问病情。 陈师傅出院
后对王传彪感激地说：“你的关心让我终
生难忘！ ”

邓从水是一位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注
重对离退休政策进行学习。 离退休人员有
啥不明白的常来找他询问，他总是不厌其
烦地给予解答。 前不久，退休人员田师傅
患急病，老伴年高，唯一的儿子在外地，田
师傅就给邓从水打来电话。 邓从水赶紧来
到田师傅家，看到田师傅气喘吁吁，就让
自己儿子开车把田师傅送进医院。

无私奉献护家园

“为了让大家行走方便， 帮助疏导一
下交通，为小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很

乐意！ ”1月 10日，正在超越东区维护秩
序的王传彪说。他疏导交通的这条路南北
走向，路东侧是一所学校，每到上下学时
间，这段路十分拥堵。 老兵志愿队队员在
上下学时段全部出动维护秩序。老兵志愿
队认为应该从源头解决，不开大门，开两
侧小门，允许行人、自行车、三轮车出入，
侧门标上“出”“入”字样，各行其道，能缓
解交通拥堵，与主管部门沟通，得到了支
持。 此后，在易拥堵时段，这段路畅通了许
多。

近年来，社区一些家庭养了宠物。 为
了让养犬人形成文明饲养习惯，老兵志愿
队队员及时劝导。 经过多次劝导，居民在
遛狗时都使用牵引绳，并能够及时清理犬
只便溺物。

为干好工作 ， 退伍老兵想了很多办
法。 蔺南海巡逻时会时不时打开手机录
像，既录下社区内出现的文明人、文明事，
也记录与文明格格不入的情景，然后进行
剪辑发到社区居民群里， 倡导真善美，鞭
挞假恶丑，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化解纠纷促和谐

除了巡逻， 老兵志愿队队员还每天穿
梭在各楼宇之间，听民声、解民忧、暖民心，
了解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帮助解决居民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社区到处都有
他们忙碌的身影。

有位老同志住二楼， 经常将一些杂物
堆放在楼道里。一天晚上，住四楼的邻居差
点被这些杂物绊倒， 便敲开老同志的门，
想劝老同志把东西扔掉或卖掉。谁知还没
说上两句，这位老同志便发起火来 ，说自
己家的事自己做主。 四楼邻居很是气愤，
第二天看到王传彪后，就一五一十说了这
件事。恰好，这位老同志和王传彪是工友。
王传彪多次劝说 ， 最终老同志清理了杂
物。

“老小区矛盾多、问题多，我们刚开始
开展工作时并不顺利。 但只要想尽办法把
服务做到居民心坎上，居民慢慢就会支持，
社区也变得更和谐。 ”蔺南海说。 輥輳訛

老兵志愿队：守护平安家园 永葆军人风采
本报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杨萍 李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