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 增 勋 ） 6 月 13
日， 农工党濮阳市
委会联合华龙区疾

控中心赴华龙区胜

利新村社区开展

“预防老年人跌倒”
健康知识讲座。

本次讲座邀请

农工党濮阳市中医

医院支部党员王娟

主讲。 王娟凭借丰
富的实践经验 ，通
过现场讲解和视频

教学， 从跌倒危害
与风险因素、 科学
预防策略、 应急处

理等方面为老年人及其家属带来

了一场深入浅出、极具实用价值的
科普讲座。随后，她还通过解读“要
锻炼、要服老、要适老、早治疗”十
二字防跌倒口诀，进一步加深了大
家对防跌倒知识的认知。

农工党濮阳市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发挥界别
优势，开展科学普及和健康教育活
动，为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营造
安全、健康、和谐的晚年生活环境
贡献力量。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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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丹） 6 月 13 日
上午，市城区黄河路濮阳风湿病医院
公交站点上演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
两位老人眼含热泪， 双手紧握 25 路
公交驾驶员范礼彬的手，郑重递上一
面写有 “真情服务暖人心 助人为乐
显大爱”的锦旗。一句“太感谢您了”，
道出了两位老人对范礼彬的真诚谢

意，也揭开了一段公交人用行动诠释
“乘客至上”的暖心故事。

两位老人回忆，他们的孙女因病
需长期往返濮阳风湿病医院进行康

复治疗，而莲花苑站至濮阳风湿病医
院站的这段公交旅程，因轮椅搬运难
题一度成为全家的“心病”。直到遇见
范礼彬，问题才迎刃而解。

“每次看到我们推着轮椅过来，
范师傅都会主动下车帮忙。 ”老人动
情地说，范礼彬不仅迅速下车协助搬

抬轮椅， 而且细心搀扶其孙女上车、
固定轮椅，并轻声叮嘱“坐稳扶好”。
抵达目的地后，他再次起身将轮椅稳
稳推至安全区域，才返回车厢继续运
营。 这样的贴心服务，范礼彬坚持了
数月，风雨无阻。

面对老人的致谢，范礼彬谦逊地
表示：“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能帮到乘
客我也很欣慰。 ”他坦言，自己“搭把
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正是这
份看似平凡的坚持，深深打动了老人
的心。

“每次坐你的车， 都感到特别温
暖。 你说话温和 、服务周到 ，让我们
真切感受到人间真情 。 ”老人哽咽
着说 。 这面锦旗 ，不仅承载着他们
对 25 路 公 交 多 年 陪 伴 的感激之
情，更饱含着对范礼彬贴心关照的由
衷谢意。 ⑩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为确保助
学资金能够精准发放，民政部门将通
过调取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内的

数字档案， 常态化开展助学信息核
查比对与动态监管工作 ， 精准掌
握受助人的动态变化情况 ， 让每
一笔助学金都能切实发放到真正

需要帮助的孩子手中。 ”6 月 15 日，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民政部《“福彩
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的再次修订，对我
市困境儿童而言，无疑是一则振奋人
心的福音。

此次修订后的《办法》，清晰界定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的资
助标准与受助条件。该项目将为符合
条件的受助儿童，每人每学年发放 1
万元助学金，所需资金从民政部彩票
公益金补助地方资金中列支。受助人
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在年满
18 周岁前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 ；其
二，未被他人收养；其三，年满 18 周
岁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普通

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校连续
就读的全日制在校生，以及普通高校
中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连续就

读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残疾孤儿即便被收养，只要
符合上述第三个条件，同样被纳入本
项目的资助范畴。

在申请流程上，社会散居孤儿或
被收养的残疾孤儿， 若年满 18 周岁
后符合资助条件，需由本人向孤儿身
份认定地或被收养人户籍所在地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民
政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 助学金采用
社会化发放方式，按月或按季度发放
至受助人本人的银行账户，具体发放
频次由省级民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确定。
下一步，我市将依据《办法》要求

及省民政厅统一安排部署，迅速行动
起来。 一方面，精心组织基层儿童干
部深入学习文件精神，确保每一名工
作人员精准理解并牢牢把握政策要

求；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调研工作，摸
清底数，全面了解我市符合资助条件
的困境儿童实际情况。 同时，加强部
门之间的协调沟通，进一步细化实施
办法，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提升困境儿童的幸福

指数。 ⑩

本报讯 （记者 张迪 通讯员 蒿
海真） 6 月 14 日下午， 我市出现阵
雨、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城市管理
局闻“汛”而动，压紧压实城市防汛责
任，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做好各项应
对工作，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群众安
全出行。

据介绍，本月月初，市城市管理
局就对市城区 32 座雨水泵站、44 座
雨水闸门 、700 余公里排水管网 、排
水防涝智慧化平台等设施设备，开展
全面检查养护和隐患排查整治，建立
“问题、任务、责任”清单，共排查整改
隐患 7 处。

本次降雨后，市城市管理局第一
时间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局属市
政、照明、排水、绿化等部门 14 支防
汛突击队 480 名防汛队员迅速到达
责任路段、重点点位，放置积水限行
指示标志，清理雨水直排口，打开窨
井盖，加速排放积水。 市城管指挥中
心实时监控降雨，并及时发布道路积
水情况。降雨期间，共出动 30 余辆防
汛车辆，打开 30 座雨水泵站，泵站工
作人员及时清理、打捞垃圾，确保水
泵高效提排。 同时，照明、供水、供气
等单位做好安全检查和抢修抢险工

作，环卫部门对雨后路面进行清扫保洁。
截至 6 月 14 日 16 时 30 分 ，市城区主干道积水

全部排空 ，主次干道均无明显积水⑩ 本报讯 （记者 陈增勋 通讯员

郭鹏 ） 今年 6 月 14 日是第 22 个世
界献血者日。为弘扬无偿献血者无私
奉献精神，保障临床血液安全供应，6
月 13 日上午， 我市在市城区龙城广
场举办世界献血者日———百次献血

者表彰和百人骑行宣传活动。
据了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献

血法》实施 27�年来，我市 90 余万人
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 260�余
吨，让众多用血患者重获新生。

活动对百次无偿献血者进行了

表扬。 在骑行活动环节，随着号令声
响，骑行队伍身着统一服装、张贴宣
传标语有序出发，穿梭于城市各条街

道，成为移动的公益宣传风景线。 骑
行队沿主要街道公益骑行，向市民发
放无偿献血宣传手册；爱心人士和志
愿者展开爱心接力赛，吸引众多市民
关注，有效扩大了无偿献血的社会影
响力。

多年来，我市通过持续开展形式
多样的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推动
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不

断提升，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加入献
血队伍 ， 为临床用血安全提供了坚
实保障，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在龙都大地持续传递，为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温暖

力量。 ⑩

遗 产 焕 新 城 市 出 彩
———2025年濮阳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侧记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特殊乘客的“专属守护”
锦旗背后的“凡人微光”

每人每学年发放 1 万元助学金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通讯员 王
晓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贺信、 党中央致词精神，
落实第九次全国少代会工作部署，6
月 11 日下午，团市委、市少工委在市
昆吾小学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贺信和党中央致词精神

主题宣讲活动。
本次宣讲创新采用 “线上 + 线

下” 融合的模式， 组织市昆吾小学、
新疆哈密市第十三小学的 6000�余名
少先队员同步连线， 跨越 2500 余公
里于云端相聚，共学贺信，深切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关

爱与殷切期望。
第九次全国少代会代表、市红领

巾巡讲团成员、市昆吾小学大队辅导
员吴慧娟，以《“小树苗”何以长成“参
天大树”》为题，从“小树苗 ”和 “大朋
友 ”、 “大朋友 ” 呵护 “小树苗 ”、
“小树苗 ”长成 “参天树 ”三个方面
开展宣讲 ，通过共读贺信 、互动交
流 、聆听成长故事等形式 ，带领队
员们重温了 “大朋友” 习近平与 “小

树苗” 的暖心瞬间，引导队员深入理
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提出的

希望和要求， 激励大家牢记嘱托，并
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支
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参天
大树”。

宣讲结束后，两地少先队员代表
畅谈学习贺信的感悟。两地少先队员
一致表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和党中央的致辞， 内心温暖而又激
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和嘱
托，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爱
党爱国、努力学习，争当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好少年。

团市委、市少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持续开展“牢记党的教导
争做强国少年”主题活动，用好队会、
队课 、队日等活动形式 ，用 “童言童
语” 讲好习近平总书记的希望要求、
传递党的温暖和关怀，教育引领广大
少先队员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
着。 ⑩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通讯员 张淑

芹 ） 6 月 12 日 ，市
残联联合市总工会

开展 “健康守护
‘职 ’享幸福 ”健康
服 务 进 基 层 活

动———“腰椎间盘
突出症日常预防及

运动康复” 专题讲
座。

本次讲座邀请

市职工健身中心负

责人、 爱动体育运
动康复技术总监盛

耀华授课。 盛耀华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引导大家正确认识

并关注腰椎健康问

题。她说，腰椎间盘
突出的原因主要与

日常姿势不当 、负
重过多及核心肌力

减弱等有关， 使大
家对腰椎间盘突出

的成因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 她现
场示范腰椎间盘突出症日常预防

及运动康复训练动作，包含侧卧翻
书、站姿髋旋转 、坐骨神经滑动训
练和臀桥训练等 ， 评定了腰椎前
屈、后伸及侧屈活动度 ，并就腰椎
的正常组成和解剖结构进行了系

统讲解和演示。 大家表示，这些运
动康复动作既简单又实用，让干部
职工在工作之余能够有效地舒缓

疲劳、预防疾病、减轻疼痛。 ⑩

濮阳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一场跨越 2500余公里的“云端相聚”

图①雨后优美的城市风光。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图②6 月 14 日，为给市民提供畅通的出行环境，环

卫工人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开展道路积水、淤泥清理行
动。 ⑩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图③6 月 14 日，环卫工人穿梭于水洼之间，通过清
理积水、疏导水流，为市民出行消除隐患。 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图④6 月 14 日，环卫工人迅速行动，冒着大雨展开

清淤作业。 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孤儿助学政策重磅升级———

遗产焕新，城市出彩。 6 月 14 日是
我国第 20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为
生动呈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丰硕

成果，我市在濮阳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精
心组织开展了 2025 年濮阳市 “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通过丰富
多样的形式，展现濮阳文化遗产的历史
积淀与时代魅力，推动古老文化与现代
生活深度融合。

赏非遗展演，逛非遗市集，看文物
活用。 当天上午，人们在活动现场了解
灿若群星的非遗项目，感受古老厚重的
濮阳文化，看文化遗产守护者和传承者
们，如何让城市的千年文脉绽放出时代
新彩。

48 项非遗瑰宝展现濮阳文脉绵延
聂氏麦秆画、 南乐县西街龙舞、渠

村黑牛肉、茂家状元红、陈氏面塑……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非遗市集上，48个非
遗项目展示摊位一字排开，阵势壮观。 无
论是技艺精湛的麦秆画，还是美味飘香
的黑牛肉； 无论是酒香绵长的状元红，
还是惟妙惟肖的面塑，无不让人感受到
濮阳非遗的独特魅力。这些被习近平总
书记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非遗项目，
历经千年依然闪耀着艺术光辉。

地处中原黄河流域的濮阳，是人类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留下了大量别具特色、精彩绝伦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市加大非
遗保护和传承力度，通过多种手段引导
非遗传承人将古老技艺和时代需求结

合，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使古
老文化遗产焕发出时代风采。

河南省非遗项目、渠村黑牛肉传承
人高增朝，现场谈及非遗项目时神采飞
扬：“历史的就是现代的，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 濮阳的非遗文化，是中国灿烂非
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河南省非遗项目、王氏老粗布传承
人王爱琴介绍，作为“守艺人”，在保护
和传承非遗中面临很多困难。但支撑自
己坚守这份老手艺的力量，就是热爱传
统文化的初心。

和渠村黑牛肉、 王氏老粗布一样，
参加此次非遗市集的每一个非遗项目，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他们内容不同、手法各异，但无一例
外都是代代濮阳人赓续传承下来的厚

重文化。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项目展演。

戏曲、梅花拳、太极拳等参加展演的项
目，都是我市、河南省乃至国家级的非
遗项目。这些文化瑰宝，千年传承，历久
弥新。

非遗传承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就业

当天的宣传展示现场，另一项活动
引起了记者注意，那就是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成果展。展览聚焦非遗在乡村振兴
中的磅礴力量， 汇聚了聂氏麦秆画、憨
婆婆老粗布、渠村黑牛肉、西街龙舞等
16�家各具特色的非遗工坊， 让观众近
距离领略到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真切
感受非遗为乡村发展注入的蓬勃生机。

以聂氏麦秆画、西街龙舞、憨婆婆
老粗布和渠村黑牛肉为例。聂氏麦秆画
非遗工坊多年来坚持活态传承，创办工
作室免费培训学员，建立残疾人培训基

地，累计培养传承人 50 余名。南乐县城
关镇西街关村的龙舞，是河南省第二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近年来 ，西街
关村开展以龙舞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活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涵养正气、凝
聚力量，成为传承非遗文化、赋能乡村
振兴的范例。 憨婆婆老粗布先后培养 3
万余名老粗布制作技艺人才， 并通过
“园区 + 公司 + 农户”模式，帮助万余
名农民脱贫致富。渠村黑牛肉非遗工坊
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渠村黑牛肉制作技艺建设而成，在非遗
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的非遗项目，远不止
以上四个。 王氏麦秆画传承人，多年来
立足清丰培育乡村手艺人才。今年 5 月
24 日举行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
日， 濮阳王氏麦秆画传承人王华平受
邀， 率团队成员走进国家作物种质库，
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与农耕交融

盛宴，受到参观者一致好评。
除赋能乡村振兴外，非遗项目还积

极助力城市就业。当天活动现场的沉浸
式体验活动，吸引不少人参加。 市民现
场参与非遗制作， 感受千年文化匠心。
记者了解到，不少非遗项目由最初的一
人、一个家族发展到一个工坊、一个企
业，有效促进了城市就业。

沉浸式感受“活起来”的文物

当天上午，两场极具文化价值的讲
座，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其中一个是文物专题讲座。考古专
家马学泽以《走进西水坡》为题，讲述濮
阳西水坡遗址“中华第一龙”的考古发

掘过程、价值和意义，带领听众触摸华
夏文明的曙光印记。 另一个讲座，是在
市博物馆一楼大厅举办的博物馆志愿

讲解员培训。课程围绕濮阳地域历史文
化、仰韶文化、“中华第一龙”、龙山文化
及商周文物五大板块，通过实物讲解示
范强化讲解逻辑与实操能力，助力志愿
者精准传递濮阳文明脉络与文物价值。
不少市民现场咨询报名，争相成为市博
物馆的讲解员。

当天上午的活动现场，处处都能看
到文物活化利用的印记。市博物馆历史
基本陈列展厅一厅的濮阳重要考古发

现图片展，聚焦濮阳近年来重要考古发
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深度呈现其学术
价值与文化意义；濮阳文化艺术中心广
场的 “孔子居卫·弘道华章” 主题文化
展，以清代画家焦秉贞《孔子圣迹图》为
本， 展出八幅孔子在卫国其间大事绘
图；市博物馆举办的《器以藏礼———识

读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巡展，通过青铜
器、礼器等文物与对应生僻字的图文对
照，破解“簋”“”“甗”等器物名称背后
的礼制文化……

把文化遗产传承好、利用好、传播
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念。 濮阳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关

于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
围绕“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方针，守
正创新、继往开来，不断强化文化遗产
工作的实证史证作用和宣传教育功能，
让沉睡的文明在现代社会苏醒共生，让
每一处遗迹都成为“何以中国”宣传教
育的生动注脚。 ⑩ 本报记者 袁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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