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送文化”到“育文化”夏邑县将“扫黄打非”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

为群众守护一方文化净土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丰 张壮伟 通讯员 顾常雨

本报讯（记者 戚丹青） 3月 13日上
午，夏邑县文化馆广场人流涌动，热闹
非凡。由商丘市文化馆、夏邑县文化旅
游局主办，夏邑县文化馆承办的“商丘
有戏”商丘市柳琴戏传统剧目巡演正在
这里举行，柳琴戏《三子争父》《白玉楼
讨饭》《灵堂花珠》《打龙碗》等经典剧
目轮番上演。

3月 6日至 8日，“商丘有戏”商丘市
柳琴戏传统剧目巡演走进虞城县乔集镇
刘楼村，为群众带来了柳琴戏 《严海
斗》《小红袍》等经典剧目。与此同时，
睢阳区临河店乡的群众同样也在享受着
传统戏曲文化的熏陶，这里演出的是坠

琴剧。字正腔圆的唱腔，回味悠长、韵
味十足，让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连连拍
手叫好。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
众，丰富群众精神文化追求，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2023年，商丘市文化馆联合
虞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夏邑县文化旅
游局、睢阳区文化旅游局等单位举办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商丘有戏”传统剧
目展演。

以文惠民、以文乐民、以文育民，今年

以来，“商丘有戏”传统剧目展演已举办
18 场，切实达到了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文
化建设成果、将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群
众心坎上的目的。市文化馆副馆长刘
明元说，接下来，展演活动还将继续进
行，尤其是宁陵县即将举行的梨花节，
市民将会欣赏到传统剧目的风采。

“在开展‘商丘有戏’传统剧目展演
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谁不说咱家乡
好’2023年商丘市文化志愿者进基层综
合演出活动，歌曲、舞蹈、朗诵……丰
富的节目吸引了很多人观看，也激发了
人民群众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社
会主义的家国情怀。”刘明元说。

今年以来，“商丘有戏”传统剧目展演已举办18场

文化惠民 让群众精神生活“富”起来

▲ 3月13日，柘城县“流动博物馆”巡展系列活动走进该县第一高级中学，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
欢迎。 本报融媒体记者 蒋友胜 摄

“通过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让我们更加坚定传承雷锋精神的决心
和信心，同时也增加了我们与不良社
会风气和现象作斗争的能力和勇气。”3
月 15日，夏邑县第一小学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的学生友收到 《新风伴我行》

“扫黄打非”知识教育读本后纷纷表
示。

连日来，夏邑县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联合该县“扫黄打
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扫黄打
非”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并
和学雷锋宣传月活动有机结合，组织
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开展形式多样
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推动辖区文
化环境净化工作向纵深发展。

宣讲展演 挖掘乡村文化资源

连日来，夏邑县各乡镇相继开展
了“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展演
活动（如右图）。“扫黄打非”志愿者
向观众发放宣传资料，普及“扫黄打
非”政策和常识，让群众更加了解

“扫黄打非”的重要意义。
“我们文化合作社被评为河南省示

范性乡村文化合作社，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社员，大家都铆足了干劲。下一
步，我们将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
加快乡村文化合作社建设，着力打造
文化品牌，不断丰富和提升美丽乡村
建设。多举办展示展演活动，变‘送
文化’为‘种文化’‘育文化’，不断
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实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突破。”在 3
月5日郭庄农贸区举行的“我的乡村文

化合作社才艺展演”现场，郭庄农贸
区文化合作社主任杨素香说。

此外，该县还相继举办“学精神 续
血脉”专题讲座，深入学习雷锋精
神、弘扬优良传统。动员广大群众自
发参与到“扫黄打非”志愿服务活动
中来，争做雷锋精神的倡导者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践行者。

“存好心，办好事，
做好人。‘商丘好人’层
出不穷，这是对雷锋
精神最好的诠释。”

“商丘好人”高春
飞说，“虽然我已
退休，但讲好夏
邑故事、传承雷
锋精神，是我应
承 担 的 社 会 责
任。”

志愿服务
助力文明村镇建设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
引导群众争做时代新人，夏邑
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还精心组织青
年志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深入
街道、企业等，开展实践活动。

3 月 5 日，在夏邑县天龙湖广场，
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千余名
志愿者铮铮誓言响彻云天。随着共青
团夏邑县委书记张薇一声号令，志愿
者分赴各自志愿服务点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拉开了 2023年全县学雷锋志愿
服务月的序幕。

在会亭镇敬老院，22名身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在这里开展“走进敬老
院、关爱老年人”主题文明实践活
动，院内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在歧河
乡王楼村小学，志愿者为 20余名留守
儿童、品学兼优的学生送上书包和
《新风伴我行》“扫黄打非”知识教育

读本，孩子们稚嫩的脸上露出甜
美的笑容。

活动现场，志愿
者们耐心讲解，并
向过往群众发放
“扫黄打非”知
识 教 育 读 本 和
《河南省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
大家纷纷表示
会自觉遵守条
例规定，从自身
做起，做精神文

明践行者、“扫黄
打非”宣传者，助力

文明村镇建设。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群

众对“扫黄打非”的知晓率和
自我防护意识，了解了《河南省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颁布实施的意义，在全
县范围内营造了树立文明理念、养成文
明习惯的良好风尚。

主题活动 营造文明和谐校园

3月5日，夏邑县“扫黄打非”领导小
组办公室走进夏邑县第一小学，将精心
制作的快板书《开展“扫黄打非”，共同
维护文明环境》表演给师生观看，受到
大家欢迎。记者了解到，在学雷锋志愿

服务月期间，该县还组织全县中小学校
开展“学《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树新风”主题宣传活动，围绕“忆雷锋”

“做雷锋”“学雷锋”三部分展开，受到师
生一致好评。

“忆雷锋”就是重温雷锋光辉事迹，
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少先队课、校园
广播等途径，加大雷锋先进事迹的宣传
力度。通过看一部雷锋电影、读一则《雷
锋日记》、学唱一首雷锋歌曲、开展一次
学雷锋主题班队会，激发学生学习雷锋
精神的热情，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做雷锋”即开展“雷锋精神进校园”
系列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学雷锋、讲文
明、树新风”“日行一善”等活动，将雷锋
精神渗透到文明礼仪教育之中，培养学
生崇尚礼仪、文明礼貌的高尚情操。

“学雷锋”在于传承雷锋精神。通
过组织少先队员积极挖掘身边的学雷
锋榜样，随手拍摄身边的好人好事，带
动更多的少先队员参与学雷锋活动，激
励学生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截至目前，全县 390多所中小学开
展了 1000余次校园“扫黄打非”宣传活
动，惠及全县20余万名中小学生。

夏邑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
陈斌说，全县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持续加大“扫黄打非”工作和精神
文明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全县人民

“扫黄打非”意识、自觉抵制有害信息和
远离“黄”“非”，动员广大群众自发参与
到“扫黄打非”志愿服务活动中来，争做
雷锋精神的倡导者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践行者，让文明行为在学习中传播、
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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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做强对外开放
平台，大力培育优势出口产业，做好国际
市场开拓，促进对外合作交流……今年，
全市商务系统将积极深入实施制度型开放
战略，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全方位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着力提
升开放能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强市。

做强对外开放平台。聚焦豫商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质量开局，加快招引落地外向
型经济企业，迅速做大经济总量，为早日
申报国家级经开区创造条件；做大做强商
丘保税物流中心，提质发展民权保税物
流中心，完善提升通关、物流、储存、
结算、支付等功能，提高对外贸易便利
化水平；积极申建商丘综合保税区，着
力引进重大外向型经济项目，发展国际
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
工等业务；加快建设商丘国际陆港，推进
中欧班列（商郑欧）开行正常化。

抓好外贸主体培育。坚持产业贸易联
动，结合产业优势积极引进外向型项目，
夯实产业基础。大力培育产业集中度高、
产品竞争优势明显、产业链长、辐射面
广、带动能力强的出口产业集群和出口产
业基地；着力提升虞城县国家级五金工量
具出口基地、民权县省级制冷设备出口基
地、睢县省级鞋类出口基地、柘城县省级
辣椒出口基地和商丘纺织服装外贸产业基
地的出口创新能力，增强出口后劲，壮大
出口规模；落实国家、省、市出台的各项
外贸支持政策，用足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提高使用效益。

做好国际市场开拓。积极组织企业参
加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各类外经贸
展会，提升我市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帮助
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鼓励引导进出口企业发展跨
境电商业务，开展在线营销；抢抓RCEP
机遇，深化与 RCEP 其他成员国经贸合
作，扩大区域贸易规模；深度开发欧盟、
日韩、港澳、东盟等传统市场，大力开拓
非洲、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推动市场
多元化发展。

促进对外合作交流。持续深化“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围绕重点国家和地区，
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
包工程以及对外劳务合作，带动设备出口
和外派劳务；积极组织参加国际投资洽谈
活动，发现新项目、寻找新机遇。鼓励企
业投资并购境外优质能源资源、高端设
备、关键零部件和尖端技术，加强境外
产业链合作；跟踪服务好江华工量具在
泰国投资项目、广宇建设集团在柬埔寨投资项目；提升服务保
障能力，强化国际局势分析研判，指导企业提高风险预警、应
急处置等能力。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推动对外投资经济合
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武月 刘
威） 3月13日，柘城县“流动博物馆”巡展系
列活动走进该县浦东街道办事处，为社区居
民带来了一场盛大的文化大餐。

2023年“流动博物馆”巡展系列活动由
柘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县博物馆承
办，自3月初以来，先后在柘城县第一高级中
学、柘城县东方学校、柘城县浦东街道办事
处开展巡展活动，参观人数 5000余人次，受
到了广大师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本次流动展览活动以“让展览走出去，
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让群众近距离参观
馆藏珍贵文物，了解柘城县红色文化的历史
魅力，感受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培育
了群众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之情和对祖国家乡
的热爱之情。

在展览活动中，工作人员发放宣传彩
页，开展以历史文化、文物知识、文物法律
法规的相关内容为主的有奖知识竞猜，对
参观群众提出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方面的
问题进行解答，旨在普及文物知识和文物
保护法律法规，增强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下一步，柘城县博物馆将进一步充分发
挥“第二课堂”的功能，让优秀展览走出博
物馆、走进校园，让全县广大学子不出校园
就能了解柘城历史文化、了解文物知识，真
正实现教育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上接1版）
走进与民权县双塔镇相距20公里的河南长岭花生食品有限公司

车间，记者看到蒜香花生、五香花生等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生产。
该企业负责人说：“绿色、健康的产品是获得消费者青睐的主要原
因，这和当地直供的优质的花生原料密不可分。”

民权县地处黄河故道，土壤气候都非常适合种植花生，全县常
年花生种植面积保持在40万亩左右，种、管、收全程实现机械化，
综合年交易额10亿元，带动近10万农户提高了收入。

优质专用小麦、花生产业化发展，是我市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
一个缩影。

2022年，我市紧抓现代农业发展和产业转移机遇，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要效益，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将农业大市的产能
优势转化为加工优势、产业优势、品牌优势，加快构建完善现代农
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收。重
点抓好优质专用小麦和辣椒、花生、畜牧业等八大优势特色产业，
年产值300亿元以上。

大力推动“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发展，累计创建
现代农业产业园 92 个，省级以上“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3 个。
2022年全市 873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784.66
亿元，比2021年增长11.6%。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通过深加工变身

“土特产”，畅销全国市场。

深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绘就和美乡村画卷

从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到平坦宽阔的巷道村道；从参差不齐的
低矮民房到亭台楼榭与木质小屋……破旧的农家变成了文化艺术
村。永城市演集镇时庄村从一个普通村落蝶变成了“网红”文化艺
术村。

高颜值的时庄村只是我市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
影。2022年，我市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农村改厕
工作，完成省定 6.5万户改厕任务；全域推进农村垃圾治理，10个
县（市、区）均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梯次推
进农村污水处理，农村污水乱排乱流现象初步得到有效管控。全市
已建成美丽小镇 48 个、“四美乡村”1153 个，“五美庭院”达标
26.42万户。我市在今年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观摩中连续三
次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推进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全市自然村通硬化路实现全
覆盖，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97%，饮水安全 100%动态达标，乡镇、
农村热点区域实现5G网络全覆盖，广播电视数字信号实现全覆盖。

推进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建、改扩建32所城乡
中小学，完工率 100%。县级“三所医院”达标建设实现了全覆
盖，90%以上的医保费用沉淀在县城。县级供养服务设施（中心敬
老院）实现了全覆盖。

“今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
快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市，致力实现乡村让
生活更美好。”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袁其
杰说。

“流动博物馆”成文化风景线

▶“商丘有戏”传统剧目展演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