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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缴费延期
本报讯（记者 于晓霞）1月 9日，记者从市

人社局获悉，为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权益，我

市灵活就业人员 2023年度养老保险缴费将延长

至 3月 15日 24时，还没缴费的可要抓紧时间，

逾期将无法补缴。

按照相关通知，我市灵活就业人员 2023年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临时延长至 3月 15日
24时，在此期间缴费不加收滞纳金，还没缴费人

员应在此规定时间内尽快缴纳。逾期未缴费的

灵活就业人员，将不得补缴 2023年度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③7

《康熙<南阳县志>点校》

出版发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萍）2024年 1月，

《康熙〈南阳县志〉点校》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为南阳地方文献研究提供了一份翔

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也将对南阳文化传承和文

化建设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康熙《南阳县志》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由时任南阳知县的张光祖主持纂修，

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康熙<南阳县志>点
校》一书，由南阳地方志专家、文化学者郭文

学与南阳师范学院教师欧阳光、刘兴云合

作，经过搜集藏本、研读誊录、补充修正、纠

正错讹、审校勘误等，历时 7 年时间完成。本

书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研究成果，也是“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学科群

建设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康熙〈南阳县志〉

点校》内容丰富，包括疆域、山川、学校、风

俗、人物、艺文等，是南阳历史的真实写照，

成为南阳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一次全面展

示。③7

鲁钊散文
获内蒙古征文奖

本报讯（记者 周梦）1月 10日，记者自市

作协获悉，由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和内蒙古文

明网联办的“家风家教话传承·好家风进万家”

征文活动公布了各类奖项，我市作家鲁钊的散

文获得三等奖。

2023年 11月，“家风家教话传承·好家风进

万家”主题征文活动启动，吸引了内蒙古自治

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友的积极投稿。南阳青年

作家鲁钊的散文作品《日子嘛，要在守信中

过》回顾了爷爷真诚守信、朴实待人的一贯做

法，家族诚实守信的家风承传故事，获得征文

三等奖。③7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禄远鹏）1 月 10
日，河南牧原酒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支队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贴心服务表示

感谢。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用文

化市场集中专项行动、开展文旅重大活动等

时间节点，开展精准普法宣传，推行“服务

型”执法新模式，促进文化市场新业态健康

发展。

在近期开展的星级宾馆广电专项执法检

查行动中，该支队执法人员先后走访了市内 10

余家宾馆酒店，进行“一对一”普法帮扶。在

走访中，他们了解到河南牧原酒店需要安

装专业卫星接收设备，随即派出人员，按照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相关规范要求，指导该

酒店依法办理审批事宜，目前该设备已安装

完毕。

据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

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坚持

党建引领，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牢固

树立服务意识，聚焦企业“难点、痛点、堵

点”，坚持以即有力度又有温度的执法方式，

实实在在为企业分忧解难。③7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推行“服务型”执法模式

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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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梦 李金玺）1月 10
日，本报以《26年真情付出演绎人间大爱》

为题，报道了第九届河南省道德模范王小

女的动人事迹。报道见报后，在社会各界

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学习王小女的感

人事迹，汲取榜样的力量。

在王小女的家乡内乡县赤眉镇，她获得

表彰的消息早已在朋友圈、微信群等渠道传

开，大家纷纷以她为荣，并向她表示祝贺。

“王小女的事迹带动了周边很多村

民。”内乡县赤眉镇宣传委员、副镇长宋昌

鸿介绍道，现如今，在赤眉镇，大家纷纷以

王小女为榜样，家庭比孝顺，邻里比和睦，

文明之花在赤眉镇处处绽放。同时，该镇

以王小女为榜样，通过传、帮、带等形式，学

习道德模范的事迹，健全各级服务性、公益

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

矛盾和小摩擦，促进各家家庭文明，“用王

小女的事迹引领全镇人民，深入实施公民

道德建设。”宋昌鸿说，在赤眉镇各村，群众

自觉争先，“好媳妇、好公婆、好邻居、好儿

女”等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在市区，王小女的事迹也获得社会各

界的点赞。1月 10日，在宛城区新华街道卧

佛寺社区，党员干部群众聚在一起，通过报

纸学习省道德模范王小女孝老爱亲的感人

事迹。

卧佛寺社区党支部书记高飞飞告诉记

者，王小女孝老爱亲的故事十分感人，对大

家的触动很大。“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需要我们不断继承发扬广大。”高飞飞

说，卧佛寺社区位于老城区，社区里老年人很

多，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学习王小女孝老

爱亲的精神，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努力让老人安享幸福快乐晚年。

“社会需要更多的‘王小女’。”市民赵女

士拨打本报热线说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需要王小女这样的价值标杆，她所传递

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是每个人、每个家庭

所必需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传承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需要更多示范性强的先进典

型，来引领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市第一完全

学校学生赵永康说，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

他将以道德模范王小女为榜样，从自身做

起，孝顺长辈，爱护家人，用自身的行动，践

行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维护文明风尚。

“我还要将王小女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同

学。”赵永康说，让更多的人知道道德模范

的故事，大家一起创造美好生活，弘扬真善

美，汇聚正能量。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