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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至7月1日，我县出现暴雨天气，西部

山区降水集中。7月1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海亮深入观音堂示范区西部山区，实地调研地

质灾害点、山洪防治和防汛工作。

刘海亮先后到观音堂示范区三间房、栗树

庙地质灾害点、山洪沟、栗树庙

水库和垛上村地质灾害点，仔细

察看山体结构、坡面稳定性和周

边环境，详细了解监测预警机制

运行、应急物资储备、群众转移

路线及安置预案等情况。

刘海亮强调，当前，已进入

主汛期，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到防汛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

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要高

度重视，既要盯紧山体滑坡、崩

塌等地质灾害隐患，也要密切关

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低洼易

涝区、河道堤坝等防汛重点部位

巡查监测；要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准确传递，应

急响应迅速高效，遇险情必须组织群众紧急撤

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副县长王克平陪同调研。

（姚西慧 文/李前进 图）

刘海亮在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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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千年说唱，薪火相传；今朝宝丰，非遗正兴。

今年6月，我县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今年 6 月，“融入现代生活 非遗正青春

——说唱宝丰·幸福家园”宝丰县 2025 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月13类惠民展示展演线上

线下同步开展：非遗夜市、非遗科普、曲艺传承

教学成果展演、汝瓷研学体验互动、宝丰魔术进

景区展示展演、云游非遗·影像展……老祖宗留

下来的文化遗产迸发着青春的活力、绽放着更

加灿烂的光芒。

健全机制，凝聚保护合力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

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进行整体性保护，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

特定区域。

2017年1月，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实验区获批设立。历经多年持续建设，

2025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通过验收的7个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区荣列其中，成为河南省首个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也是全国唯一以说唱文化为

保护核心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申红霞介绍，说唱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传承方式。说唱文化是宝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形态，这里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交融，以说

唱为基础、马街书会为核心、民俗为载体，汇聚

了众多非遗类型，是中国说唱文化的典型代表。

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亮表示，在建设进程

中，我县秉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

生活”的理念，致力于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

目标，全方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

自然环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为推进此项工作，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高度重视，在市委、市政府

的关心支持下，设立了正处级单位——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

发展中心，市县共管，以县为主，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的建设管

理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法规和资金保障，市人大常委会

将《说唱文化保护条例》纳入立法规划，我县出台13个规范性文件；构建

县、乡、村三级管理体系，组建多支专业队伍，统筹社会力量，形成了“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全面保护，激发发展动能

7月1日，马街书会景区刘兰芳艺术馆内的马街书场内座无虚席。马

街书会书状元、河洛大鼓传承人李新芬在表演传统大书《黄九龄找父》。

文峰街道胡庄村83岁的胡帮立大爷是这里的忠实观众，他说：“俺村离这

里五六里地，路又修得好，每天吃过饭俺就来听书。”

“我们对核心保护区马街书会会址等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扶持传统民

俗活动，保留了历史风貌，使非遗承载地得到有效保护。”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副县长王浩介绍说，为加强对非遗承载地的保护，实施了遗址环

境整治工程，申报清凉寺汝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完成香山寺碑刻

及钟鼓楼修缮等。与检察、农林、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物保护、社

会公益等部门和组织建立协调机制，对境内传统村落、自然环境、文保单

位加大管理力度。目前，我县有以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为代表的四级文物

保护单位14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

在非遗传承方面，建有86个传承所，通过发放补贴、购买服务等方

式，鼓励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每年对60岁以上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体

检。80岁的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张仁义感慨：“县里这么重视我们，我

一定要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下去！”（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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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姨，您的高龄补贴该认证了，我帮你

操作一下!”“大爷，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有事

打我们电话。”……这是铁路办事处铁东社

区推行党建引领“1+2+N”网格管理模式后，

民生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上门”的

一个缩影。

在网格管理模式下，铁东社区按照每个

网格 300-500 户标准将辖区分为 3 个网格，

建立了“1+2+N”网格管理队伍。“1”为社区

党组织书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2”为1名

专职网格员和 1 名兼职网格员；“N”是由社

区骨干党员、居民代表、在社区居住的离退

休人员、到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社区民警、

社区志愿者、物业人员、新就业人员、环卫工

人等共同组成的辅助网格管理队伍。

日常工作中，网格员们每日穿梭在网格

内，通过走访巡查、与居民面对面交流等方

式，主动发现问题、收集民意，变“被动响应”

为“主动出击”，力求在居民未提出诉求前就

将问题解决。

不久前，网格员牛建军在新村网格排查

时发现，小区东侧部分围墙受雨水浸泡倒

塌，墙体倒塌的冲击力致使墙上的燃气管道

出现倾斜裂缝，造成天然气泄漏。他迅速联

系燃气公司，经过专业维修人员的全面检修

和维护，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除了解决日常小事，社区网格员还聚焦

居民关注的难点问题。针对老旧小区停车

难问题，网格员们通过多次走访调研，广泛

征求居民意见，最终与社区、物业共同协商

制定了优化停车方案，重新规划停车位，有

效缓解了停车难题。在化解邻里矛盾方面，

网格员们凭借熟悉网格情况、与居民关系密

切的优势，积极充当“和事佬”，成功调解多

起因房屋漏水、宠物扰民等引发的矛盾纠

纷。

今年以来，铁东社区网格员已累计解决

居民各类问题 100 多件，问题解决率达 98%

以上，切实将矛盾化解在网格内，将服务送

到居民家门口。

“现在有什么问题，网格员都会主动帮忙

解决，住在咱们社区，心里特别踏实！”居民们

纷纷为网格员的贴心服务点赞。

“下一步，铁路办事处将继续深化网格

化管理，不断提升网格员服务能力，持续推

进‘网格化管理’工作走深走实，用实际行动

织密居民幸福网，让社区成为居民温馨的家

园。”铁路办负责人表示。 （王克渠）

深耕方寸网格 织就万家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