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 讯 员刘志豪

张向凯）1 月 9 日笔者获悉，由

中国一冶承建的南阳仲景康养

教育基地项目，接连完成体育

馆 北 侧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主 体 结

构、室外管网管道工程等重要

节点，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

体育馆北侧地下综合管廊

工程包括给水、消防、地源热泵

管线、强弱电等各类管线的安

装建设，管网工程主要包括雨

污水线路及电力、给水管网的

铺设安装，两项工程建成后，将

为校园内各类设施运行提供基

础保障。施工过程中，项目团

队采取“两班倒”工作模式，充

分克服施工空间紧张、施工组

织复杂等困难，高质高效推进

两项工程建设。②4

南阳仲景康养教育基地项目：

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本报记者 周 梦

在日前揭晓的第九届河南省道德

模范名单中，我市内乡县王小女榜上有

名，被授予孝老爱亲模范荣誉称号。1
月 9 日，记者见到了王小女，听她讲述

26年孝老爱亲的故事。

20 余年间，公公在她的照料下安

享晚年，直至去世；孩子在她的培养下

也已长大成才，退役后参加工作；老公

在他无微不至护理下，身体日渐康复，

与她共同想办法致富。柔弱肩膀，勇挑

家庭重担，无怨无悔，如今，51 岁的王

小女用自身的行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

传统美德，赢得了四里八乡乡亲们的赞

誉，并带动了周边贤孝成风。

柔弱女子担起家庭重担

51 岁的王小女和丈夫马亚波已结

婚 28 年 ，家 住 内 乡 县 赤 眉 镇 东 北 川

村。1998 年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马

亚波高位截瘫。上有年迈的父亲，下有

年幼的孩子，这次意外让马亚波万念俱

灰 。“ 他 当 时 几 次 轻 生 都 被 我 发 现 制

止。”王小女告诉记者。

面对高位截瘫只能在家调养的现

实，马亚波不愿拖累爱人，一度对生活

失去了希望。王小女理解丈夫的一片

苦心，她没有抱怨，只是用自己的一言

一行默默感动着丈夫，最终使丈夫放弃

了轻生的念头。

让丈夫转变念头是一瞬的事，但这

一瞬的背后，却是王小女付出比常人多

数倍的辛苦和操劳，她用自己的柔肩撑

起了家庭的一片天空。这么多年，无论

寒暑，王小女每天清晨总是要早早起

床，先安顿好丈夫，再赶紧下地干活。

在地里忙完回来后，也不能直接休息，

而是开始了照顾家庭的工作，为丈夫倒

尿、做饭、按摩……每时每刻，总有事情

在等待着她去干。丈夫高位截瘫、下肢

肌肉萎缩、胸口以下没有知觉，更不能

自主活动，为了防止丈夫生褥疮，每隔

几个小时都要给丈夫翻一次身，还要按

摩防止肌肉萎缩，每次忙完已是大半

夜。

除了照顾丈夫，照料老人、照顾孩

子的重担也压在王小女柔弱的肩上。

那些年，公公身体也不好，患有脑血管

硬化和气管炎，每到冬天更加严重，几

乎卧床不起。每到这时，王小女给公公

端吃端喝洗衣服，倒屎倒尿，照顾得无

微不至，一直到公公去世。“你太辛苦

了，以后要注意身体。”时至今日，公公

在弥留之际拉着王小女诉说的话语，仍

在王小女耳边回响。

真情付出只为家庭完整

“做人要有良心。”王小女说道。曾

几何时，也有人劝她，家里老的老、瘫的

瘫，早晚会被拖垮的，趁着年轻带着孩

子早点改嫁算了。每每听到人们“相

劝”，王小女总是随和地婉拒对方的“好

意”。她明白，虽然丈夫倒下了，但一家

人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家。为了撑

起这个家，她甘愿付出自己的所有。也

正是这样的想法，支撑着她义无反顾地

向前走。瘫痪在床的丈夫、年幼的儿

子、年迈的公公，还有家中的 10多亩果

园，就靠着王小女的全心付出，家中各

项事务井井有条。

对于家人，王小女拿出一片真情，

为家人付出，纵使自己患病，也要照顾

好丈夫。2017 年，王小女在地里干农

活时晕倒，邻居把她送到内乡县人民医

院，经检查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王小女

牵挂着家里瘫痪的丈夫，就向医生说明

情况，医生只好同意她白天到医院输水

治疗，晚上回家照顾丈夫。就这样，她

每天奔波在医院和家中往返的路上。

2020 年，丈夫马亚波和王小女共同因

冠心病到内乡县人民医院治疗，治疗期

间王小女突发急性胰腺炎，需转院到南

阳市进行治疗。在南阳治疗期间，王小

女每天忍受着疾病折磨，还不忘打电话

问候丈夫马亚波，病情稍有好转，就立

即转回内乡县进行治疗，以方便照顾丈

夫。

勤劳奋斗生活越来越好

在照顾好家人的同时，王小女还精

心经营着家中的 10多亩油桃。为了让

果园丰收，她学会了开三轮车、修枝打

杈、整地打药……在她的细心呵护下，

油桃每年都给家里带来了不少收入。

随着马亚波身体转好，他会主动从网上

捕捉一些果树培育技巧、病虫害防治新

招等信息，为王小女支招，指点她为家

庭增收。

2013 年开始，王小女和丈夫开始

尝试着骑上三轮车到山里收点奇石、

挖点老树根，通过网上学习的技术，

进行加工创作，卖给外地来看桃花的

游客。在不断经营中，与很多老顾客

成了好朋友，家里又多了一个挣钱门

路。

春 去 秋 来 ，光 阴 流 逝 ，26 年 过 去

了，夫妻俩相濡以沫，他们乐观面对生

活 中 的 困 难 ，写 就 了 一 段 传 奇 故 事 。

王小女孝老爱亲的道德品质也感染着

众 多 乡 邻 ，她 高 尚 的 情 操 、善 良 的 心

地、坚韧的性格、无私的品德成为乡里

乡亲的榜样，带动了周围乡亲们贤孝

成风。②4

本报讯 （通讯员杨瑞东）1
月 9 日，“五星级”社保便民服

务 网 点 在 农 行 宛 城 支 行 建 成

授 牌 。 市 民 王 女 士 1 分 钟 便

完 成 了 退 休 认 证 ，她 非 常 开

心，对网点高效便捷的服务赞

不绝口。

这是南阳市社保中心宛城

区企业养老保险分中心、宛城

区社保中心和农行宛城支行联

合打造的社银合作一体化便民

服务新模式，是社保经办服务

的再次升级。据了解，目前宛

城区已建成社保便民服务网点

20 个，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办、

便民服务 15 分钟服务圈有效

覆盖，群众在家门口的“社保便

民服务网点”就可以办理社保

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保缴费

明细下载、个人账户查询单打

印、待遇支付信息查询等 142
项社保业务。2023 年，宛城区

社 保 便 民 服 务 网 点 受 理 业 务

13446件。②4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韩

冰）1 月 9 日上午，市京 （津）

宛发展合作中心 一 行 前 往 镇

平 县 老 庄 镇 凉 水 泉 村 ， 开 展

定 点 帮 扶 “ 暖 冬 ” 行 动 ， 走

访 慰 问 分 包 户 和 驻 村 干 部 ，

调 研 产 业 发 展 、 乡 村 建 设 等

情况。

此次活动以“结对帮扶一

家 亲 ，寒 冬 慰 问 暖 人 心 ”为 主

题，旨在持续聚焦“守底线、抓

发展、促振兴”，践行“四下基

层”优良传统，进一步密切党群

关系，及时解决冬季农村困难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市京（津）宛发展合作中心

一行看望慰问了驻村干部，并

深入分包户家中，为他们送去

了粮油、被子等慰问品，认真聆

听他们的心声和意见，向他们

宣传行业帮扶政策。通过调研

凉水泉酒业（河南）有限公司及

河南药圣药业有限公司，市京

（津）宛发展合作中心一行进一

步了解了凉水泉村产业发展情

况，为科学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计划和“五星”支部创建提供重

要依据。②4

天天都是创建日天天都是创建日 人人都是创建者人人都是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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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1 版）有力推进新思想学得进、记得

住、信得过、用得上，为南阳高质量跨越发展

凝聚强大理论支撑。

南阳日报社、南阳广播电视台等我市主

流媒体发挥舆论宣传主阵地优势，加强选题

策划、主动设置议题，开办理论专版、专栏，推

出一系列群众愿意看、看得懂的优秀理论文

章、节目，在众声喧嚣的时代把准了宣传“主

基调”，锚定了思想“坐标系”。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实际行动推动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走深走实，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政治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

的指南针。

厚植文化沃土
推进传承创新

2023 年 12 月 12 日 晚 ，现 代 曲 剧《丹 水

颂》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汇报演

出。该剧是我市文艺事业的精品力作，被文

化和旅游部纳入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名录、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创作工程，

先后荣获河南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河南省第八届黄河戏

剧节金奖等奖项。优美的唱腔、精彩的故事、

精湛的表演，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文艺是时代进步的号角。近年来，南阳

文艺精品创作硕果盈枝。扎实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起草出台《促进

南阳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设

立南阳市新锐作家出版奖，歌曲《红岗》、电视

连续剧《花开山乡》、长篇小说《三山凹》等作

品荣获全省“五个一工程”奖，市委宣传部荣

获全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组织工作奖。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和根基。全市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聚焦文化强市建设，坚持以

文培元、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不断扩大优质

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增强城市美誉

度和文化软实力。

窗外，车水马龙。室内，一片静谧。2023
年 12月 17日，位于卧龙区桂花城的诸葛书屋

里，醉人的书香、温馨的环境，包围着遨游书

海的阅读者。在这儿，有衣着光鲜的都市白

领，也有快递小哥忙里偷闲惬意地坐在书桌

前，享受那一抹悠闲的时光。

与此同时，“诸葛书屋”张衡大道店，正在

举行一场小型读书交流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书屋经常举办各种公益读书活动，引来众

多市民积极参与，读书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与

习惯。

眼下，我市在社区、学校、公园、商场等附

近，已建成并投入运营书屋 100个，累计接待

读者超千万人次。在南阳，读书不是一个人

的事，而是一座城的事。

文化硕果，百姓共享。我市不断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坚持辐射带动，构建覆盖城

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三馆一院”

于 2020年底建成开放。广泛开展“舞台艺术

送基层”“公益电影进乡村、进社区”等文化惠

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2023 年共

放映公益电影 6万余场，受众 700余万人次。

书香溢南阳，满城尽芬芳。我市大力推

动书香南阳建设，以读书月为载体，广泛开展

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活动、“悦读新思想”职

工经典诵读活动，深化拓展市县级数字阅读

平台建设，提升百姓文化云、云书网等平台文

化传播和服务能力。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聚焦优化产业整体

规划布局，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南阳高铁新城文旅示范

项目、南阳中华恐龙园项目签约落地，持续推

进医圣文化园、卧龙岗文化园等 15个文旅重

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9.7089亿元。在第十

届中原（鹤壁）文博会上，南阳荣获奖项 10
个，位居省辖市第三。在中宣部主办的第九

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南阳入选全国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是全省第

一个也是唯一入选地区。

壮大主流舆论
奏响时代强音

2023 年举办的“绿色中国行——走进大

美南阳”暨 2023 首届世界月季博览会，吸引

了 23 家中央媒体和 9 家省内主要媒体的关

注，开幕式当天，通过全媒体直播观看月季花

会开幕盛况的网友突破 100 万人次，使南阳

月季美名远扬。

2021 年、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第四

届 、第 五 届 中 国 农 民 电 影 节 在 南 阳 隆 重 举

办。两届电影节相关报道传播量达 23.5 亿

次，有力展示了南阳形象，提升了城市影响

力。

…… ……

近年来，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与城市

发展同频共振，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牢牢把

握好新闻宣传的“时度效”，用生动的笔触、优

秀的作品，展现城市幸福活力的新形象，讲述

真实、立体、全面的新南阳。

强化媒体阵地建设。组建南阳报业传媒

集团和南阳广电传媒集团，成立南阳市全媒

体中心，建成 13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构建市

县全媒体一体化传播体系。集中优势资源，

打造市级融媒体中心品牌，南阳日报社全媒

体矩阵粉丝量达 4800万，在全省报业新媒体

中排行前列，南阳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矩阵位

居全省各地市广电融媒中心第一方阵。

主题宣传浓墨重彩。围绕迎接党的二十

大，统筹内宣外宣、网上网下，开展“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重大主题宣传。精心开展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南阳等主题宣传，扎实做好全市重要会议、重

大活动、重点工作宣传报道，发稿总量和头题

数量连年位居全省前列，在主要央媒的重点

栏目中正面报道全省排名始终保持第一方

阵。党的二十大期间，南阳日报社推出 125
个《领航 党的二十大特别报道》宣传版面，南

阳日报客户端、南阳网二十大新闻专题的总

阅读量超 800万次，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河南

新闻阅评》两次刊文，称赞南阳日报二十大宣

传报道重点突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出新

出彩。

舆论引导精准有效。我市网信、公安等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综合治理网络

空间，开设“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前进”等专题专栏和“理上网来”等微信微

博话题 10 余个，总阅读量 60 亿人次。开展

“清朗”“净网”“剑网”“护苗”等一系列专项治

理行动，实施“南阳好网民工程”“网上公益活

动”等，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传递正能量。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市 70余个重大主题宣传综

合运用互联网传播方式手段，累计发布推送

图文、H5、短视频 20 余万篇（个），总阅读量

100 亿余次。“南阳发布”荣登全省政务微信

影响力十强榜首。

叫响南阳城市品牌。开展南阳城市形象

宣传语征集，制作城市宣传片并在央视综合

频道播放。拍摄“南水北调”主题音乐作品，

组织网上集中推送。积极推进纪录片《大道》

《你好，南水北调》《本草南阳》的拍摄。与央

视合作拍摄《一江清水向北流》《跟着书本去

旅行——南阳访先贤》《百年百城·南阳篇》等

电视节目，并在央视播出，叫响“南阳，一个值

得三顾的地方”城市品牌。

策划系列主题活动。聚焦世界月季博览

会、中医药文化节、玉雕文化节等重大节会开

展宣传推介，用好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开展

短 视 频 大 赛 等 系 列 活 动 ，提 高 南 阳 网 上 热

度。举办“迎接二十大 逐梦副中心——绿色

崛起看南阳”系列主题宣传活动，“牢记嘱托·

沿着足迹看变化”“让世界中意中国——中医

药文化传承”“同饮一江水 共谋大发展——

北京媒体看南阳”采风和香港传媒高层代表

团南阳考察活动，“绿色中国行——走进大美

南阳”系列主题公益活动等，持续讲好南阳故

事，树好南阳形象。

伴随南阳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持续发力，

我市已经逐步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通、内

外互通的“大宣传”工作格局，南阳声音正愈

发清晰响亮。

注重以文化人
弘扬新风正气

文明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漫步在街头巷尾，扑面而来的文明之风

让人倍感温馨与惬意。在小区，“推窗见绿”

“出门见景”，口袋公园里享山水之乐；在路

口，秩序井然的车流与文明礼让的行人有序

前行；在街头，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传递着爱

与希望……

“这几年城市环境变化非常大，水清了，

山绿了，空气也清新了，我们日常休闲有了好

去处，生活幸福感也提高了不少！”家住市城

区梅溪宾馆小区的退休教师李先生感慨地

说。

画出文明同心圆，掬得今朝满庭芳。我

市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

持制度建设、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和实践养成

相统一，努力在全社会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

新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明风尚和行

为规范。

我市出台《南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深化拓展文明实践活动，实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建设全覆盖，建立市民文明学

校 236所，建成卧龙岗文化园、药益宝艾草制

品有限公司等 1917 个文明实践点。组织先

进典型“三巡六进”活动，持续开展“四送一助

力”“小手拉大手 文明齐步走”等主题活动，

2023 年常态化开展“我来讲文明”实践活动

4000余场。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我市持续开展

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深入推进社区联建，

抓实示范社区和“四美庭院”创建，共命名

示范社区 60 个、“四美庭院”381 个，实施

周检查、月通报、季考评制度，以“四项行

动”为抓手，加强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

形象。2020 年 11 月，南阳荣膺第六届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截至目前，全市共创成全国

文明城市 2个、全国文明村镇 23个、全国文

明单位 23个、全国文明家庭 3个、全国文明

校园 6个。

“他们的故事太感人了，好人就在我们身

边。”凡 人 善 举 汇 聚 暖 流 ，榜 样 力 量 润 泽 人

心。我市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

典型选树活动，涌现出了张玉滚、姚海军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先进群体。先后有 1 人、1 个

集体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4 人被命名为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19 人被命名、提名为

全国、全省道德模范，216 人荣登中国、河南

“好人榜”，形成独特的“南阳好人现象”。

回望过去，信心更足；展望未来，步履愈

坚。

踏上新征程，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将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意

气风发、昂首前行，在澎湃春潮中奔赴风景壮

阔的远方！②5

奏 响 副 中 心 建 设 最 强 音

南都新事

走近省道德模范王小女，聆听孝老爱亲的感人故事—

26 年 演 绎 人 间 大 爱

市京（津）宛发展合作中心：

定点帮扶 情暖冬日

“五星”社保 高效便民王小女（左）与丈

夫分享网上信息。

本报记者 周 梦

通 讯 员 王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