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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普 查 家 家 参 与 美 好 未 来 人 人 共 享

9月23日上午，我县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业务培

训班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

厅开班。县人普办工作人

员，各乡镇业务骨干、普查指

导员共26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从9月23日

至24日共计两天时间。培训

内容有普查方案、工作细则、

工作任务、软件应用等多方

面课程，采取集中讲解、程序

实操、现场答疑三位一体的

形式，通过党建平台网络直

播的方式进行。全县共有

2865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同步接受培训。

培训中，县人普办负责

同志希望全体学员要增强

使 命 感 和 紧 迫 感 ，集 中 精

力，遵守纪律，认真学习，熟

练 掌 握 工 作 流 程 、指 标 内

涵、统计口径、普查表填报、

数据审核等各项具体操作

规范，熟练掌握使用PAD或

智能手机对数据进行采集、

审核、传输的方法。在工作

中严格落实执行，使普查工作

的各方面、各环节都做到有章

可循、有据可依，保证普查数据

的一致性和统一性，确保高质

量完成全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各项工作任务。（肖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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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9月

22日上午，赵庄镇袁庄村在村大礼堂开展了“双节来临齐相

聚 促膝长谈话乡风”活动，全村干群欢聚一堂，共话发展。

此次活动，以“双节”期间在家人员比较多的有利时机，通

过活动促进乡风建设，引导大家认知民族传统、弘扬民族文

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共同携手建设袁

庄村美好精神家园。活动中，袁庄村村主任就近期工作向参

与户代表进行了通报，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随后，参

与村民就“十星级文明户”争创、好家风培养等活动相互交流，

深入探讨，纷纷建言献策。

活动后，袁庄村村委会为村民发放了月饼、面粉等

节日慰问品。 （宋柄恒 史军伟）

赵庄镇袁庄村——

“双节”相聚促膝谈 话说乡风促文明

“不像百岁老人，看上去倒像七八十岁。”9 月

22 日，在周庄镇耿庄村，前来采风的平顶山晚报

记者王春生感慨地说。

王记者说的是三弦书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余书习老人。

生于1922年的余书习，年近百岁，被誉为曲艺“活化石”。

采访中，老人又绑上脚梆，弹起三弦，唱起悠扬、

婉转的三弦书唱段。

为迎接第十届中国曲艺节的到来，平顶山晚报近

日开辟了《曲艺盛会 相约鹰城》栏目，对鹰城曲艺名

家和民间曲艺传承人进行采访，挖掘他们背后的创作

故事、人生感悟。感受他们对曲艺的热爱，他们的坚

守与传承，共同畅想曲艺发展的前景。

当天，平顶山晚报派出3名文字记者、1名摄影记者来

到我县，采访了曲艺艺人余书习、李素红、黄艳芳。其中，余

书习、黄艳芳均获得过马街书会书状元的荣誉称号。

我县是中国曲艺之乡，深厚的说唱文化底蕴孕

育了大批的曲艺人才和曲艺发烧友，也促使我县成

为全国2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

据了解，中国曲艺节是我国最高规格、最具影

响力的国家级曲艺盛会，每3年举办一次。

（郭敬伟 文/ 彭程 黄会亭 图）

《《
曲
艺
盛
会

曲
艺
盛
会

相
约
鹰
城

相
约
鹰
城
》》
栏
目
组
来
宝
采

栏
目
组
来
宝
采
风风

“来到幸福院，同龄人也多，说说话、下下棋，中

午还有饭吃。有时还能讨论下咋帮村上发展得更

好，让我们这些老年人也发挥点作用。”9月21日，

在张八桥镇姚店铺村新时代幸福院，现年65岁的

贫困户韩国立深有感触地说。

姚店铺村新时代幸福院于2020年6月份由一

处民房改建而成，内设休息室、娱乐室、图书室、餐

厅等，可容纳30多名老人活动、休息，并为村老年

人活动就餐提供日常服务。同时，该村还积极发

挥老年人经验丰富的优势，在村建设发展过程中

主动征求老人们建议。此外，该村还不定时组织

老年人开展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活动，邀请老人为

村上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做义务监督员等，真正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晚年生

活更幸福。

为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该镇以乡镇主

导、村级承办、群众参与为原则，以集体建院、互助服

务的方式，在姚店铺村、草庙陈村、闫洼村等3个村

分别建设了新时代幸福院，可为120名老年人提供

日间照料服务。下一步，该镇将在全镇18个行政

村建设新时代幸福院，真正让孤寡、贫困、独居等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李占胜 史军伟）

张八桥镇——

建起幸福院 老人幸福添

9月21日，走进李庄乡纸坊村，德、孝、睦邻、友善……村

史文化墙如同画卷一般蜿蜒展开，以白色为底，以彩色为妆，

生动展示了纸坊村的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以前不知道俺村的来历，看了村史文化墙才知道村里

还有这么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满足我们精神文化需求的

同时，还展示了村容村貌。用手机拍照发到朋友圈，感觉很

有意思。”纸坊村村民杨灿运看着文化墙笑着说。

据了解，纸坊村去年经过人居环境改善，基础条件较

好，墙体彩绘也比较完整。该乡便以纸坊村为试点，开始

改造村史文化墙。在改造中，充分利用广场围墙、民宅墙

壁，将村规民约、道德教育、移风易俗、孝善敬老等主题内

容，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墙壁上图文并茂的表现出

来，让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文明素养。

文化“种”上墙，文明“植”于心。近年来，为了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传播乡风文明，助力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该乡把文

化墙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文化阵地，深入挖掘

各村文化内涵，并将文化墙的设计与村庄建筑及历史文化融为

一体，因墙制宜，精心设计，将墙面打造成一张张会说话的“乡

村文明图片”。如今，文化墙已成为该乡广大群众的又一“文化

读物”，营造了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氛围。

截至目前，已完成对纸坊、翟庄、程庄等11个村庄的村史

文化墙改造或打造。

“下一步，我们将把‘墙头文化’作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重要举措，通过‘一村一特色、一墙一风景’的特色宣传，将

乡风文明、传统美德根植于群众心中，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

文化保障。”该乡有关负责人表示。 （杨海楠 张鹏淼）

李庄乡——

文化“种”上墙 文明“植”于心

（上接第一版）全县上下立即行动，相继召开了清

收农商银行不良贷款推进会、现场会，建立了日

通报、周例会制度，对清收工作强力推进。同时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微信和《致贷款逾期人员

的一封信》、悬挂宣传横幅和张贴标语等进行广

泛宣传，营造了浓厚的舆论声势，保持了高压的

清收态势。杨庄镇朱庄村村民王国民已经去世

13年，其姐王敏在得知王国民2006年因养殖贷款

农商银行10000元至今未还后，为了维护弟弟的

声誉，王敏主动承担责任，于8月28日上午，专门

带着现金从平顶山赶回宝丰替弟弟还款。

加强督导，奖惩分明。将清收不良贷款工作

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与各乡镇、有关部门绩效

考核挂钩，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要求职能部门对

清收工作进行全程督导。同时利用信息简报，对

各单位在清收过程中的典型经验、清收进度进行

通报；对清收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奖励，对拒不还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曝光，并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对公职人员采取“三停五不”（即停

职、停工、停薪，不提拔、不调动、不评先、不晋级、

不加薪）等，多策并举，分类推进，确保了清收工作

有序进行。肖营村原支部书记李友池老人身患重

病，儿子去世，孙子孙女正在上学，家庭十分困难，

但当镇村干部催收贷款时，老人说：“我是一名党

员，即使再困难，也不能做一个失信的人！”老人东

拼西凑找来1000元钱，主动交到支部书记宁棉手

中代为交款，并表示一定会把欠款还完。诚信是

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李友池老人不忘党员身

份，克服困难，带头守信，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

楷模与典范。

据悉，下一步，我县将细化措施、分类施策、综

合发力，继续打好清收不良贷款“反击战”。针对

清收工作中的“钉子户”、“难缠户”、“赖账户”，协调

各部门通力合作，进行攻坚清收，对老赖形成高压

态势，净化金融环境，为加快推进我县诚信体系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梁国强 孙晓培 杨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