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3月 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永霞 张书平05 县区新闻

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席虎成 18239638811 平舆县 徐佳瑞 15836627179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方 祥 13393951202 新蔡县 熊国森 13507665455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新闻超市

文明如花，清香宜人；文明如水，
柔和包容；文明如诗，深情高雅……近
日，春光中的西平，处处散发着文明的
气息。“移风易俗、红白喜事简办”已经
成为新的风尚，深入人心。

改变旧的风俗习惯，树立新的
社会风尚，旨在让每个人感受到参
与社会建设、共享美好生活的责任
和担当。这一举措如清风拂面，涤
荡 旧 俗 的 尘 埃 ，让 生 活 回 归 本 真 。
婚礼不再是一场奢华的盛宴，而是
一段真挚情感的见证；葬礼不再是
一场复杂的仪式，而是一次深情的
告别。简化的是形式、沉淀的是情
谊、升华的是心灵。

婚丧嫁娶不铺张 礼金不多情意重

“节哀顺变。”在师灵镇师灵村，
村民赵伟神情庄重地走到村头李套
的白事登记簿前，默默将 20 元现金
放下。这样的场景，在师灵村早已
成为一种常态，多年来不断重复上
演。“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村民随礼
的金额在 10 元~30 元不等。“礼金的
多少并不能衡量心意，重要的是大
家能实实在在到场帮忙。”红白理事

会成员冀振业说。这份写在人情簿
上的“20 元约定”，是村民对淳朴民
风的坚守，彰显重情重义、互帮互助
的美好品德。

据冀振业介绍，不仅是白事，喜
事也是一切从简。自己的女儿 2021
年结婚，男方拿出了 6 万元彩礼；自
己又陪嫁了 1 万元和 1 辆电动车，连
同原来的 6万元彩礼一起交给女婿，
作为他们的创业基金。

“我儿子 2009 年结婚，女方象征
性 地 要 了 8000 元 彩 礼 ，我 非 常 感
动。这不，他们现在在外创业，心往
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
幸福。”冀振业说。

婚丧嫁娶简办不是淡漠，而是将
最珍贵的情感凝练成最纯粹的表达。

师 灵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自 力 介
绍，师灵村在举办丧葬仪式时，始终
严格遵循“当日事当日毕”的原则。
办白事的主家无需摆流水席，只准
备 大 锅 菜 和 馒 头 ，供 帮 忙 的 村 民
吃。帮忙的村民在完成手头的工作
后，便各自散去。“以前为了面子，哪
怕借钱也要大摆宴席，一场下来花
费不少。现在不摆席，能省下两三
万 元 ，这 些 钱 能 花 在 更 重 要 的 地

方。”刚为母亲办完后事的村民李小
华说。据详细统计，这一举措每年
为村民减轻经济负担超过 60 万元。
同时，节省下来的时间，村民可以投
入发展生产、建设乡村中，转化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干力量，这无疑是
村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智慧之
举。

沿着师灵村的农田漫步前行，7
座自然村公墓隐匿在郁郁葱葱的苍
松翠柏之间。每座墓园，都倾注着
村民的心血。他们自发义务植树，
精心管护墓园环境。公墓内统一规
格的墓穴，不仅规划有序，而且节省
了宝贵的土地资源。“集中安葬的方
式，既严守了耕地保护的红线，也让
村民在祭扫时有了特定的场所。”村
干部李玉停介绍。如今，师灵村的
公墓入葬率达 100%，曾经乱埋乱葬
的现象彻底不见了。这片土地上，
新 的 文 明 丧 葬 方 式 得 以 传 承 和 发
扬。“活着多尽孝，钱要花在平时。”
李自力告诉记者。

党员干部做表率 文明春风吹西平

师灵村移风易俗的悄然变革，

离 不 开 村“ 两 委 ”多 年 来“ 软 硬 兼
施”的创新治理举措。村里成立的
红白理事会，对每场白事进行全程
监督，确保各项移风易俗规定落到
实处；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签订承诺书，以身作则践行新的风
尚。“我们削减了旧习俗中那些不必
要 的 环 节 ，强 化 了 村 民 之 间 的 互
助。”站在村民议事馆和村史馆前，
李自力满脸欣慰地说。如今，通过
白事改革节省下来的财力，一部分
投入乡村文化建设中，另一部分设
立成助学基金，助力村里的大学生
追逐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场改革
让村民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情感
纽带更加牢固。

在西平县，文明如同一粒粒种
子 ，深 深 埋 在 党 员 干 部 和 群 众 心
中 。 这 一 粒 粒 种 子 发 出 了 和 谐 之
芽、开出了美丽之花、结出了幸福之
果。2024 年 12 月，西平县负责人在
全 国 移 风 易 俗 交 流 会 上 作 典 型 发
言。当下，移风易俗的文明觉醒如
同星星之火，在乡村振兴的广袤大
地上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文明之花，
将引领更多乡村走向文明、和谐、美
好的未来。⑤6

文明之花开西平 移风易俗树新风
本报记者 许 静 本报见习记者 陈 培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今年以
来，中国农业银行泌阳县支行以担当
之姿、务实之举，为泌阳县经济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至 1月底，各项
贷款余额 29.5 亿元，较年初净增 2.45
亿元，工、农、中、建四行余额市场份
额 38.2%、增量市场份额 48.6%，总量
及增量均居第一。”近日，中国农业银
行泌阳县支行行长张冕对记者说。

近年来，该支行始终坚守服务
“三农”和实体经济的使命，用心谱写
“五篇大文章”，在落实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
中率先响应、靠前作为。紧紧围绕食
用菌、夏南牛、电子电器、绿色石材四
大特色产业，加大信贷资源支持和倾

斜力度，为泌阳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支持地方重大项目发展。该支
行仅 1 个月就累计新增企业贷款 2.1
亿元。通过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积
极参与地方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工
程，全力做好金融服务保障，推动泌
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企业招工。
该行紧密围绕泌阳县产业规划，重点
支持特色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
域的发展，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化发
展、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支持力度，
农户贷款余额达 6.4 亿元。特别是累
计为泌阳县食用菌产业投放贷款 2
亿元，为 2025 年泌阳花菇国际产业

创新大会献礼，与泌阳县委、县政府
共同绘制食用菌产业振兴蓝图。在
积极推广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创新，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
建设的同时，该行充分发挥自身网点
优势，积极参与县政府招工工作，向
前来网点办理业务的人员宣传介绍
县政府的招工政策和企业的招聘信
息。为解决企业招工难题，在每个农
行网点，都能看到专门设置的招工宣
传资料。工作人员热情向客户介绍
泌阳县的优质企业和就业岗位，耐心
解答他们关于招工条件、薪资待遇等
方面的疑问。对于有就业意向的人
员，工作人员帮助他们登记相关信
息，并及时反馈给县政府的相关部

门，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沟通的桥
梁。

优化服务提升民生消费信心。
该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向广大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优
质的金融服务，为释放内需潜力、提
振消费信心提供有效保障。至 1 月
底，该行个人贷款余额 22.6 亿元，在
工、农、中、建四大行中排名第一。当
月投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940 万元，
四行份额达到 41.3%。办理汽车分
期贷款 800 万元。该行推出了年利
率仅 2.9%的个人消费贷款、年利率
仅 3.1%的商户经营贷款，为广大群
众购房置业、日常消费、生产经营等
提供有力支撑。⑤6

中国农业银行泌阳县支行

引金融活水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熊国森 通讯
员 王卫中）3 月 3 日，新蔡县民政
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
足早部署、早准备、早防范，不等不
靠，采取有效措施，用实际行动保
障困难群众正常生活。

抓 实 抓 细 ，强 化 应 对 处 置 措
施。该局实行局班子成员包片负
责制，股室一对一督导，建立纵横
联系网络，提早抓实抓细各项应对
处置措施。加强对各民政服务机
构及保障对象专项调度，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到
岗到位、服务热线畅通，全力保障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

从 广 从 细 ，加 大 街 面 巡 查 力

度。为保障困难群众人身安全，该
局抽调部分人员充实救助站力量，
加大街面巡查力度，保持救助热线
24 小时畅通。以车站、广场、废弃
建筑物等困难人员易聚集场所为
重点，不定时开展“拉网式”常态化
巡查，做到巡查不留死角、救助不
漏一人。

查深查细，确保困难人员正常
生活。该局组织各乡镇（街道）进
一步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特困供
养人员、低保家庭等困难群体开展
排查活动，及时落实预防措施，动
员困难人员入住供养机构，对符合
社会救助条件的困难家庭按照救
助政策及时救助。⑤6

新蔡县民政局

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

本报讯 （记者 徐佳瑞 通讯
员 姚小立）近日，平舆县中心医院
举办以“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此次活动形
式丰富，涵盖义诊筛查、科普讲座、
互动体验等内容，呼吁全社会重视
听力健康，推动精准干预和康复服
务普及。

此次活动凭借多样的科普宣传
与便民服务，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

与。该院耳鼻咽喉科医生结合临
床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民
讲解听力障碍的成因、预防方法，
以及助听器、人工耳蜗等技术的应
用进展，呼吁大家注重日常听力保
护，现场氛围热烈。

此次活动发放了 500 多份《爱
耳护耳知识手册》等科普资料，还
借助医院公众号和线上咨询通道，
持续拓展服务范围。⑤6

平舆县中心医院

关爱听力健康 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张新义 通讯
员 唐 丽）为 确 保 城 市 交 通 畅 通
和群众出行安全，3 月 2 日，确山
县住建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
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扫雪除冰行
动。

该局召开会议密切关注气象
变化，提前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
员对各类清雪设备进行全面检修
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3 月 3 日 22 时起，该局采取机
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对
城区主干道、陡坡路段及医院、学
校周边展开除冰作业。 7 台车辆
撒布融雪剂对结冰路段实施预防

性融雪。 3 月 4 日凌晨监测到城
区积雪 8 厘米后，在机械难以覆盖
的人行道、公交站台等区域，组织
80 多名工作人员手持铁锹、雪铲
进行人工除冰，确保人车通行无
死角，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至 目 前 ，该 局 出 动 清 雪 人 员
130 人 次 ，各 类 清 雪 机 械 设 备 10
台次，撒布融雪剂 8 吨，主要道路
通 行 正 常 ，未 出 现 大 面 积 拥 堵 。

“风雪中的连夜坚守，不仅扫清了
城市道路，而且擦亮了为民服务
的初心，这场‘冰与热’的较量，见
证着城市管理的速度与温度。”该
局有关负责人说。⑤6

确山县住建局

连夜行动守护城市出行路

近日，正阳县 2025年“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清源街道梁庙村，豫剧团
以《穆桂英挂帅》经典唱段点燃乡村舞台。

该县组织豫剧团深入乡村，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传统文化魅力，通
过“送戏+互动”模式激活非遗生命力，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
感。⑥3

本报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孟 虎 摄影报道

戏曲进乡村

文化润民心

近日，汝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线上线下同步启动质量技术帮扶“你点我

帮”点单服务，持续推深做实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行动，进一步提升全

县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⑥3
本报记者 席虎成 通讯员 李继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