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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汤面条出锅了，

大 家 都 赶 紧 来 盛

啊！……”7 月 7 日中

午，在李庄乡翟庄村，

用砖石和坯块垒砌、

再用泥巴糊严实的地

锅灶上热气腾腾的野

菜面条即将出锅，干

烧柴，铁锅煮，色香味

美的大锅饭，蕴含着

一种浓浓的、俨俨的

乡土情结，缭人心旌。

“啥也不如俺这

儿的‘大锅饭’好吃，

再拌上自家做的辣椒

油，比吃肉都香！俺

们都是自发回家拿一

些豆腐、干芝麻叶、芹

菜之类的菜，离得近的村民兑些油盐酱醋，大家分

工有序，趁着吃饭聊聊家常，氛围融洽，可开心了！”

60岁的翟金焕是这里的常客，说起“大锅饭”笑得

合不拢嘴。

据了解，“乡情大锅饭”是翟庄村多年的传统，

按照“村民自发参与、无盈利目的”的原则，周围村

民每个月会自发组织两次，参与群众从最初的几位

到目前的30多位，其中多为年岁较长、子女常年在

外的村民。“欢乐共享餐”的温馨场景，不仅为乡亲

们搭建了心灵沟通的桥梁，也让邻里间的情谊日益

深厚。“乡情大锅饭”已然成为翟庄村推进乡风文

明、展现和谐新貌的独特风景线。

翟庄村的乡风文明之盛，远非仅此一端所能

涵盖。

翻阅翟氏族谱，从明末清初至今，翟氏族人兴

办义学、代代传承家规族训，

从“德、孝、廉”的规训中汲取

优良的家风滋养，深深植根

于翟庄村的每一寸土地，滋

养着代代村民的心灵。这些家风家训不仅增强了

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更在翟庄村内外播撒下尊老爱

幼、邻里和睦的种子，形成了淳朴的民风。

近年来，翟庄村充分利用翟氏祠堂这一历史

建筑，设立村级信访工作点——“翟庄德孝明理

堂”，深挖孝德文化精髓，积极吸纳老教师、老党员

等社会力量，组建了一支专业且富有经验的调解

团队，将家风家训融入矛盾纠纷调解中，促进了乡

村道德风尚的提升，为乡村的和谐稳定贡献了重

要力量。

“乡风淳，乡村兴。下一步，李庄乡将充分挖

掘和整合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道德风尚，持续弘

扬文明新风，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大力推进移风

易俗，助推乡风文明新风尚。”李庄乡党委书记冯

宇航说。 （张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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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由柳杨河诗社举办的

诗歌采风及分享活动在我县举行，

我市及省内 30 多位诗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活动以诗歌为媒，以大地

为根，旨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赓

续文脉，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柳杨河诗社建立于 2023 年 11

月，由宝丰籍人士马海盈、简单、阿

卫国、魏前豹等发起，是我县第一

个成立的村级诗社。它以闹店镇

后李村为基点，辐射整个平顶山，

诗社意在为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

注入诗意的力量，为宝丰乡村文化

建设增添一抹亮色，通过诗的力

量，厚植地方文脉，为村庄立像，为

耕读留声，为时代讴歌。

闹店镇为“中华诗词之镇”，闹

店镇后李村为“中华诗教先进单

位”。与会诗人参观后李村梦想书

屋与李官营村史馆后，一致认为，

在振兴乡村的国家鸿篇巨制中，留

刻乡愁，诗教乡里，推动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最

绚丽的篇章。

“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民

族的命脉，就是留住我们精神的乌

托邦，把悬浮的诗神请回大地，大

地才能成为我们诗意的栖息地。”

与会诗人、河南诗词协会驻会顾问

马海盈如是说。 （综合）

柳杨河诗社举办
诗歌采风及分享活动

（上接第一版）推广“以大带小”“规模化”“品牌化”“连锁

化”“智能化”运营，做到优势互补、功能互补、融合发展。

以“15分钟”路程为半径，打造“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

同时，还积极推进乡镇敬老院转型区域养老中心建

设，在供养特困老人的基础上，接收社会老人入住，优先

接收高龄、独居、失能、残疾等经济困难老年人。

目前，我县60岁以上老年人9.67万人，占总人口的

17.33％。现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19个、养老床位2535

张，其中乡镇敬老院12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2

个、养老服务站14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个、农村

幸福院76个、民办养老机构3个，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达

到了100%。

今年上半年，我县为2275名特困供养对象发放供养

款1047.76万元，为11447名老龄津贴对象发放津贴330.3

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运营等方式为社区老年人

提供休闲娱乐、康复保健、助餐等养老服务，上半年共服

务社区老年人1.8万人次。

在救助实施中，我县采取“人找政策与政策找人”双

轨并行，推出社会救助“智慧码”，开展兜底照护服务类救

助、资源链接服务类救助和支持社会融入类服务救助，实

现“兜住底”“兜好底”。今年以来，累计收录低保、低保边

缘等低收入人口信息2.4万余条，1—6月份累计发放各

类救助补助资金3856.02万元。

2020年以来，我县创新实施的“一元民生”政府救助

保险项目，建立起政府救助、社会参与、保险保障、自救互

救“四位一体”的救助新机制。4年来，发起保险理赔案

件85件，发放救助金140.44万元，“一元民生”救助保险

筑牢了民生底线。

“一老”是“夕阳”，“一小”是“朝阳”，“朝夕”之间决定

家庭幸福指数。除了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我县还努

力从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转变。

幼有所护——
织密“一小”保障网，撑起成长“保护伞”

“您好，我们是县民政局未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给

孩子送一些生活物品，有新衣服、鞋子、课外书……孩子

最近咋样？”

“孩子学习可以，谢谢你们给孩子送来这么漂亮的衣服。”

这是连日来县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梦想加油

站”关爱未成年人项目中，工作人员走访慰问留守和困境

儿童时和家长、监护人的对话。

近年来，县民政局认真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全方位多层次推动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始终把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和全面健

康成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细、抓好，形成了县委

领导、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未

保工作格局。

“政府指导+项目化运营+社会化参与”是县民政局

创新未成年人保护模式框架，引导动员全县社会组织参

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动机制，

在强制报告、多元救助等领域形成合力，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全方位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依托乡

镇社工站实现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全覆盖，全县

321个村（居）均设定儿童主任，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还

开设线上“解忧课堂”，让上海、北京等地的专业心理辅导

老师，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更方便、更快捷地为需要帮

助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目前已开展380多节课。

截至目前，与上海朴质公益儿童关爱服务中心合作

高标准建成县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与22家社会组织共

筑共建，开展“梦想加油站”系列品牌项目“汇聚微力量

点亮微心愿”“合力监护 幸福未保”等活动50余场次；

与宝丰县善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举办儿童督导员

专题培训班，与社工、志愿者联合落实1218名留守、困境

儿童的生活学习情况，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还临时监护

18名困境儿童。

“一小”系民生。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强体系、补短

板、优供给、提质量，积极探索“幼有所育、幼有善育”服务

模式，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

未成年人撑起“一把伞”、当好“守护人”。

今年上半年，为全县78名孤儿、74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发放资金70.4万元，有力地保障了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的生活需求。持续推进“孤儿助学”工程，认真核对和录入孤

儿就学相关数据，按时发放助学金，切实做到应助尽助。上

半年，为21名年满18周岁在校孤儿发放助学金9.7万元。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近年来，我县先后获得全国社

会救助工作先进单位、首批“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全

国联动示范县、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等荣誉称号。2023

年7月份，我县作为全省唯一县区，在民政部“基层社会

救助能力建设座谈会”上作经验介绍；“建优配强基层救

助队伍 推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获评河南省2023年

度社会救助创新实践优秀案例。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始终以‘群

众满意’为目标，坚持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将小

事做好，将大事做细，将群众的关注抓实，把解决民生

问题作为暖民心的政治工程，通过一项项暖心举措，一

次次贴心服务，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保护‘一

老一小’的良好氛围，全力做好民生答卷。”县民政局局

长郭鹏飞如是说。 (杨国栋 文/图)

县未保中心人员为困境儿童发放学习用品等，点

亮微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