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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7
月 24日记者获悉，我市保险业情牵受

灾群众，踊跃向受灾村镇和群众捐赠

生活用品和防汛救灾物资，以实际行

动传递爱心，彰显保险的力量。

7 月 23 日，中国人寿唐河支公司

为该县源潭镇受灾群众送去了米、面

条、油、电风扇等生活急需物资。7月

23日，中国人寿财险邓州支公司向该

市构林镇受灾群众捐赠了大米、油等

生活物资。7 月 24 日，幸福人寿河南

分公司全辖机构向唐河县古城乡捐

赠 14200 元。7 月 23 日，邓州金融监

管支局、阳光财险南阳中支雷锋营、

邓州编外雷锋团、阳光保险邓州支公

司向邓州市夏集镇程集村捐赠了一

批防汛救灾物资。7 月 22 日，百年人

寿社旗支公司公益志愿者团队，向受

灾群众捐赠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为受

灾地区灾后重建贡献力量。②4

南阳保险行业：

踊跃捐赠生活防汛物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任华裔）前

段时间，我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天气，部

分地区灾情较为严重。7 月 24 日，记

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该局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灾后困难群众

救助保障工作的通知》，切实保障好困

难群众灾后基本生活。

全 面 排 查 建 台 账 。 组 织 受 灾 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

民政部门开展拉网式走访排查，摸清

因灾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群众底数，建

立信息台账。落实“日报告”制度，实

时动态掌握受灾人员救助保障情况，

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分类施救抓落实。对因汛情导致

基本生活出现暂时性困难的群众及时

给予临时救助，情况紧急的实施“先行

救助”，切实保障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将因灾造

成基本生活困难且符合低保、特困条

件的群众及时按程序纳入相应的保障

范围，“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多 措 并 举 暖 人 心 。 对 受 灾 的 低

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低收入家庭

开展走访慰问，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

助。发挥省市县三级“困难群众救急

难慈善专项基金”作用，对符合条件的

因洪涝灾害造成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

家庭或个人，按规定给予慈善急难救

助 。 至 目 前 ，共 走 访 慰 问 受 灾 群 众

14.9 万 人 次 ，发 放 各 类 慈 善 救 助 金

210.22万元。②4

我市全力做好困难群众救助保障

切实保障群众灾后基本生活

通讯员 方旭阳

“村规民约修订之后，我

们村红白事就没人互相攀比

了。现在，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村里的风气更好了！”谈

到 移 风 易 俗 带 来 的 变 化 ，7
月 24 日，卧龙区潦河镇西梁

庄村一位村民高兴地说。

“我们通过群众会，广泛

征求村民意见，将社会秩序、

婚丧嫁娶、环境整治等内容

纳入新修订的村规民约中。”

西梁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柳云震说，“这样既有

利于村民加强自我管理，推

进移风易俗，也能够体现群

众 在 乡 村 治 理 中 的 主 体 作

用 ，切 实 让 村 规 民 约‘ 接 地

气’，在群众中焕发生命力。”

潦 河 镇 26 个 行 政 村 以

卧龙区文明单位结对共建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活动

为契机，坚持立足村情，以村

规民约的修订、执行、监督、

内化为切入点。利用主题党

日活动，采取“支部牵头、党

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模式，

村 民 自 己“ 提 ”、群 众 共 同

“议”，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公

示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以规

立德滋养文明乡风。在各村

修订的基础上，积极组织镇

党建、宣传、纪检、民政、妇联

等部门共同商讨完善各村的

村规民约。

同时，潦河镇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把村规民

约宣传搬到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群 众 家 中 、田 间 地

头、街头巷尾，采取宣讲会、

情景剧等多种方式，用活乡

土教材、张贴宣传标语、横幅

签名等立体化全方位宣传矩

阵，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抵

制高价彩礼、践行绿色生活

方式，争做移风易俗的积极

倡导者和自觉实践者。

现如今，新修订的村规

民约已经成为潦河镇各村群

众办理婚丧嫁娶事宜的“文

明指南”。群众遵守村规民

约的自觉性逐步增强，移风

易俗、文明健康的新风尚在

全镇逐渐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②4

卧龙区潦河镇：

村规民约促文明

连日来，社旗县组织群众

抢抓近段时间晴好天气，开展

排涝除渍、复耕补种、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全力恢复

农业生产。图为 7 月 24 日，社

旗 县 李 店 镇 青 台 村 村 民 加 强

灾后田间管理，促进作物恢复

生长。②4
本报记者 张 峰 摄

抓好灾后重建抓好灾后重建 恢复生产生活恢复生产生活

□ 段 平

雨过天晴，灾后恢复重建刻不容

缓。连日来，我市抓紧抢排农田积水，

科学组织补种改种，争分夺秒开展清

淤排涝、防疫消杀，加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尽全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加快恢复重建，事关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不

得、慢不得。当前，我市正抢抓时机全

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各职能部

门积极行动，从抓紧农田排涝到加强

田间管理，从道路清淤到恢复供电供

气再到隐患排查治理，用心用力把群

众最困难最忧虑最迫切的问题解决

好，把相关救助措施逐项落实到位。

做好灾后恢复重建，既要讲求速

度、注重效率，也要尊重规律、科学谋

划。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对于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项目，必须

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尽一切可能加快

组织实施。对于关系长远的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

规划，找准薄弱环节，统筹当前与长

远，做到点面结合、有序推进，科学安

排重建项目，提高救灾资金利用效率。

响鼓重锤，号令如山。灾后恢复

重建，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干部群

众一起加油干。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坚定信心，从严从紧防范、落细落实举

措，用责任与行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全力以赴打好灾后恢复重建

攻坚战，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

实效、发挥长效，定能建设更加安全、

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家园。②4

全力以赴做好灾后恢复重建

加强灾后
田间管理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谢项伟

谢 康）经过 1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7
月 24日，市中心城区 3条路段排水防

涝工程竣工通车。

这些竣工的路段是：人民路南段

（七一路至中州大道）西半幅，人民路

北段（光武大道至建设路），中州大道

西段（北京大道至涧河大道）。

“为了保证沟槽的施工质量，在

强降雨后需要晾晒甚至换填，耽误了

时间。为使主干道工程尽早完工，还

路于民，我们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在

确 保 安 全 生 产 的 同 时 加 大 人 员 、材

料、机械设备投入，合理组织施工。”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现场管

理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这 3 条路段排水防涝工

程的竣工，将加快构建高效完善的城

市内涝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城市排

水防涝能力。②4

市中心城区：

3路段排水防涝工程竣工

本报记者 张 飞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本报自开设“倡树新

风 邀你参与”专题以来，持

续受到广大市民朋友及网友

的关注，大家拨打热线电话

或发送邮件参与话题讨论，

为南阳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破除陈规陋习、传递文明

乡风，出谋划策、推荐典型、

分享体悟。

网友“熊猫”说：推进移

风 易 俗 ，关 键 要 变“ 俗 ”为

“ 雅 ”。 要 深 入 挖 掘 民 间 各

类典型的精神内涵，把家风

家教融入移风易俗中，多在

思想引导、文化熏陶等方面

下 功 夫 ，有 组 织 、有 内 容 地

开 展 移 风 易 俗 活 动 。 要 引

导 人 们 见 贤 思 齐 ，崇 德 向

善 ，营 造 以 创 业 奋 斗 为 荣 ，

以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为耻

的文化氛围。

邓州市赵集镇黑白洼村

党支部书记白云清说：“村里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制定了

红白事操办标准，谁家要办

红白事，理事会成员会主动

上门指导，把事情办得周到

又不铺张浪费。”

网友骞金玉表示：“如今

年 轻 人 看 的 不 是 彩 礼 有 多

少，而是人品和潜力，互相信

任彼此扶持，共同进步。我

觉得幸福生活不是靠彩礼去

维持的，而是靠双手奋斗出

来的。”

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

风，离不开你我共同参与，广

大 市 民 可 通 过 热 线 电 话

0377- 63296666、电 子 邮 箱

nyrbsqgb@163.com 或“ 群 众

呼声”微信二维码参与话题

讨论。让我们一起行动，献

策献力，共建南阳新风习习、

文明和谐的幸福家园。②4

变“俗”为“雅”
涵养乡风民风

话 题 广 场

本报记者 王好学 文/图
作为一名乡村基层干部，他把群众

的冷暖放在心上，把一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建成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作为

一名人大代表，他勤勉履职，始终在一

线战斗，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刻刻做

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代言人”。他就

是南阳市人大代表、邓州市龙堰乡刁河

村党支部书记孙光辉。

刁河村以前集体经济很薄弱，孙光

辉当选为村支书后，在 2016 年引进了

肉制品加工项目；通过招商引资，流转

土地 500 亩，建成了刁河村产业园区；

挖掘刁河村红薯种植历史悠久的优势，

引进有奇食品、蜂润万家等企业，打造

“渠首红”红薯品牌，在刁河村及周边村

庄形成了一条红薯产业链。

“群众信任我，我就得为群众办实

事。”孙光辉说。2022 年村里对原有的

特色餐饮一条街和汽修大世界进行升

级改造，成立了餐饮协会和汽修协会，

擦亮了金字招牌。目前，餐饮协会成员

46 家，汽修协会成员 168 家，带动创业

就业 600余人，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90万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村集体经济强了，孙光辉又大力改

善村容村貌，修道路、铺管网、建游园、

修广场、建公厕、整坑塘，全力打造宜居

宜业美丽乡村，村内人居环境全面提

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举办“金秋助学”和“重阳节敬老”活动，

连 续 5 年 为 大 学 新 生 每 人 奖 励 3000-
5000 元，为 80 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补

助 500 元，在全村形成了尊师重教、尊

老爱幼、互助团结的良好氛围。现在，

刁河村已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河南省农村党建示范村”，成功创建

“河南省五星级党支部”。

“刁河村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

一些荣誉，但绝对不能有‘歇歇脚，喘喘

气’的想法。荣誉不是终点，而是前进

的号角，我将不辱使命，加压奋进，继续

为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贡献自

己微薄的力量。”孙光辉说。②4

当 好 群 众 贴 心 人
——记市人大代表孙光辉

建强副中心建强副中心 代表在行动代表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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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辉（右二）在刁河村“渠首红”特色农业产业园考察。

扫
码
参
与
讨
论

﹃
群
众
呼
声
﹄
二
维
码

有事请扫码

听民意 聚民智 解民忧

（上接 01版）实现荷花四季常

开，逐步形成“万亩荷塘、十里

花廊”景观带。

镇 平 县 充 分 利 用 区 位 优

势 和 自 然 资 源 ，大 力 发 展 以

休 闲 观 光 为 主 的 都 市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产 业 。 以 旅 游 休 闲

设 施 建 设 为 牵 引 ，以 观 莲 赏

花 、品 荷 尝 藕 为 主 线 ，积 极 拓

展 和 丰 富 品 牌 内 涵 ，构 建 和

延 伸 集“ 吃 住 行 游 购 娱”于 一

体 ，打 造 中 原 地 区 独 具 特 色

的 荷 花 主 题 园 区 ，通 过 特 色

餐 饮 留 游 客 ，配 套 设 施 乐 游

客 ，农 事 体 验 引 游 客 ，打 造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绘 就 乡 村

振兴新画卷。

让乡亲们端上“旅游碗”，

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万亩荷塘既要扮靓美丽乡村，

还 要 成 为 富 民 强 县 的 支 柱 产

业。

“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

莲藕生产，带动 6 个合作社快

速发展，并有荷叶茶、莲子、莲

心等深加工项目。”中原荷花博

览园区负责人楚国成表示，依

托万亩荷花园，他们举办了荷

花节、烧烤节、灯光秀等一系列

活 动 ，拉 动 乡 村 游 、近 郊 游 消

费，每年服务游客 10 万多人，

逐步形成了集莲藕、选种繁育、

生产加工、农业观光等为一体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每年

向当地的尹营、戴营等 10 个村

支付土地租金 800 多万元，为

附 近 数 百 名 乡 亲 创 造 就 业 岗

位，人均增收 2 万元以上，共同

分 享 美 丽 经 济 带 来 的 丰 硕 成

果。②13

荷花竞开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