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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事新办白事简办
移民村劲刮文明风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梁亚婷

在中牟新区雁鸣湖镇魏岗村，一场场浸润着淅川故土记
忆、又洋溢着时代新风的婚丧嫁娶仪式，正悄然重塑着乡村的
文明风貌。这个从淅川县迁徙而来的村落，将代代相传的传统
习俗与现代文明理念巧妙融合，让移风易俗工作既有文化温
度，又具实践力度。

婚事新办：传统寓意里的简约新风
“1.7万元彩礼，6000元回礼！”这组带着特殊寓意的数字，

如今成了魏岗村新人婚礼的“标配”。这一做法既延续了淅川
老家“讨彩头”的传统，又有效破解了高额彩礼的困局。1.7万元
谐音“万里挑妻”，承载着男方对伴侣的珍视；6000元取“万里挑
一”之意，传递着女方对婚姻的期许。

婚礼当天的待客之道更显巧思。没有奢华的酒店宴席，村
民们端出的是大米、面条、油条配胡辣汤的“家乡早餐”，正餐也
只是朴实的12道菜。这些带着淅川风味的吃食，既让长辈们感
受到熟悉的故土温情，又让年轻人轻松接受简约新风。村委会
还会为新人送上婚俗文化手册，把家风家训传承融入仪式，让
婚礼真正成为“爱的承诺”而非“面子工程”。

白事简办：三天流程里的传统坚守
白事改革中，魏岗村同样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了平衡。“三

天埋葬”的新规推行以来，既守住了“入土为安”的老理儿，又有
效剔除了旧俗中的烦琐铺张。

以往，村里办白事动辄耗时一周，大摆宴席、燃放鞭炮，既
浪费资源又让家人疲惫不堪。如今，第一天整理仪容、通知亲
友，第二天举行告别仪式，第三天入土安葬，紧凑的流程让悲伤
回归本真。更暖心的是，办事全靠街坊四邻搭把手，待客用的
是蒸馍配大锅菜——这口带着烟火气的大锅菜，正是淅川老家

“邻里互助”传统的延续。
“治丧时间短了，但孝心一点没少。”村民老魏的话道出了

大家的心声。这种改革，把家属从冗长的仪式中解放出来，让
怀念回归内心深处。

从彩礼数额的巧妙设计到宴席菜品的乡土选择，从治丧时间的
合理压缩到待客方式的邻里互助，魏岗村的移风易俗没有简单否定
传统，而是通过“文化解码”让老习俗焕发新生。如今，这个移民村用
自己的智慧证明：文明新风不是对传统的割裂，而是让那些真正有
价值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土壤里生长得更旺、传播得更远。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李梦婷 刘家路 文/图）降雨天
气导致路面湿滑、积水，给居民
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群
众通行安全，连日来，中原区林
山寨街道颍河路社区迅速组织

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冒雨开展道
路安全隐患排查行动。

在排查过程中，网格员时
刻保持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能存安全隐患的角落。7 月
22 日，当巡查至颍河路工人路

交叉口时，发现一位老人骑车
不慎摔倒在地。事发突然，网
格员立即上前搀扶，并询问其
身体状况，查看是否有受伤情
况 。 确 认 老 人 并 无 严 重 伤 情
后，网格员又协助老人将其转
移至安全区域。

完成救助后，网格员并未立
刻离开，而是进一步对周边积水
路段进行处理。他们搬来警示
护栏，设置在积水严重和事故多
发的路段，提醒过往的行人、车
辆注意安全（如图）。同时，网格
员还积极与环卫工作人员协作，
对积水和垃圾进行清理，全力消
除安全隐患。

颍河路社区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
提升网格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
服务水平，持续加大日常巡查
力度。同时，社区将进一步完
善与居民的沟通反馈机制，及
时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不
断优化社区服务，切实筑牢社
区安全防线，为居民营造更加
安心、舒心、放心的生活环境，
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开展暖“新”慰问
传关爱聚合力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景静）近日，二七区德化街街道民主路社
区联合辖区“两企三新”党组织及爱心企业，开展“两企三新”暖“新”
慰问活动。活动覆盖街区、楼宇和商圈，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环卫
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去爱心餐食与防暑降温用品，将社会各界的关
怀传递至新就业群体。

在华润大厦活动现场，社区党支部联合爱心企业“杨掌柜”提前备
好可口餐食与清凉饮品。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及坚守岗位的大厦物业
员工都收到这份饱含心意的“清凉礼包”。社区还精心设计了趣味小
游戏，让大家在忙碌间隙得以短暂放松，缓解工作压力。

据了解，民主路社区在基础设施薄弱、服务空间有限的条件下，以
“小切口”推进民生服务升级。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志愿服务”
的多元共治模式，打破资源壁垒，将辖区企业资源转化为民生服务动
能。同时依托新业态群体职业优势，构建“职业优势转化治理效能+治
理参与反哺职业保障”的双向赋能机制，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下一步，民主路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扩大社会动员范围，
发挥“红色引擎”作用，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治理新局面。

排查消防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韩艳珍 鲁韵昊）为进一步
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保障居民生
命财产安全，昨日，中原区桐柏路街道正商明钻社区联合辖区
物业及消防大队，秉持着“全覆盖、零容忍、重实效”的原则，对
辖区沿街商铺和居民单元楼栋开展了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行动。

此次排查重点对沿街商铺的消防设施配备是否齐全有
效、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气线路敷设是否规范、
是否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排查；针对居
民单元楼栋，检查小组则重点查看了楼道内是否堆放杂物、消
防栓是否能正常使用、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等
消防安全问题。

检查过程中，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结合现场发现的
隐患，向商铺经营者和居民详细讲解了火灾预防知识、初期火
灾扑救方法以及逃生自救技巧，并强调了规范用电用气、定期
检查消防设施的重要性。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商铺存在灭火
器过期、楼道堆放杂物等问题，正商明钻社区立即下达了整改
通知书并明确整改时限，要求责任人限期整改。

此次联合检查不仅及时消除了一批潜在的消防安全隐
患，还提升了辖区商户和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下一步，正商
明钻社区将继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和宣传活动，联动多方力量形成监管合力，为居民营造安
全、和谐的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为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连日来，荥阳市汜水镇
组织全镇 14个村开展防汛应急
实战演练，并同步开展排查隐患、
核查物资工作。

实战演练，锻造应急“硬本
领”。汜水镇各村以暴雨山洪为
背景，迅速拉响警报。应急抢险
队员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防汛物
资保障组立即有序分发编织袋、
砂石料、救生衣等物资。转移安
置组高效组织危险区群众，特别
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按预定

路线安全转移。医疗保障组妥善
安置模拟伤员。演练环环相扣，
有效检验了指挥、响应、转移等关
键环节的应急处置能力。

未雨绸缪，织密排查“防护
网”。汜水镇持续深化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组织沿黄河、汜水河
的村庄人员，对责任河段开展常
态化河道巡查，确保重点河道安
全。同时，镇资源所组织专业人
员，对雨后房后崖体等重点区域
开展地质灾害风险专项巡查，严
防灾害发生。

夯实基础，筑牢保障“压舱

石”。镇主要领导靠前指挥，深
入防汛一线，深入各村实地核查
防汛物资储备数量、质量及管
理，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
快、用得上”。另外，汜水镇结合
最新风险研判，制定了清晰的应
急响应流程图和隐患风险点示
意图，确保预案科学实用。

此次全覆盖演练与扎实备
汛工作，有效提升了汜水镇应对
突发汛情的能力。下一步，该镇
将严阵以待，以充分准备和扎实
举措，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守
护群众安全。

雨中排隐患守护平安路

多措并举砺精兵防汛备战筑防线

通信服务进大厅
服务升级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李何林）昨日，惠济区政务
服务中心A区 8号窗口热闹非凡，该窗口成为中国联通服务
专席。这不仅是窗口更名，更是惠济区在政企深度融合上的
一次大胆创新，从此，群众办事“多头跑”难题有了新解法。

走进这个新窗口，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通信服务百宝
箱”，个人的话费充值、账单查询，家庭的宽带报装、迁移、提速，
企业的互联网专线、固话开通、5G 业务等需求，都能在这里“一
窗打包受理”。值得一提的是，新设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再
也不用跑完政务厅又奔营业厅，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完成办公通
信部署，“企业开办+通信基建”全链条一次性打通。

联通窗口的设立，仅是惠济区政务服务中心提升服务的
一个举措。接下来，中心还会整合水电、金融等更多民生服务
资源，朝着“进一次门、办所有事”的目标努力，让企业和群众
真切感受到“近悦远来”的惠济温度。

（上接一版）着力建设中原地区友好宜居幸
福城市。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
制，开创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强市建设新局
面。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档
升级。

中牟县再度上榜，排名第 70位，延续
稳定态势。2024年，中牟经济运行持续向
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增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1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家、市级
科技型企业25家，获批省级创新龙头企业

2家。培育省级孵化载体1家，新增省级以
上科创平台 5家，总数达到 55家。实施省
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1 个、科研专项 9
个。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11.4%，技术合
同成交额增长 33%。省级科学进步奖、外
国专家工作室实现零的突破。产业发展向
新向优。实施先进制造业项目41个，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 19 个，建成、投产项目 16
个、新开工项目 9 个；全年工业投资增长
36.4%，技改投资增长 30.8%，均居 6 县
（市）第1位。4家企业获评省级智能工厂，

华英包装获评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
杆。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7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2家。郑州日产新型高端皮卡
车型下线。欧帕重型码垛机器人获评河
南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达到 37 家，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42.3%、23.7%，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分别达到 26.3%、36.5%，较 2023 年分别
提高 12.8、10.2 个百分点。城市美誉度
不断提升。成功举办了首届“三联人文

风土季”、新华社“秀我中国”年度秀。
2024 中国（郑州）国际智能网联汽车大
赛、全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大赛等。全
年接待游客 3603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180.7 亿元，分别增长 17%、19.3%；全球
发明大会国际少年团、东盟人文交流月
考察团等 59 个国家和地区、29 个团体、
近 1.5 万 名 外 国 友 人 来 到 中 牟 考 察 体
验。“中国中牟·幻乐之城”城市 IP 影响
力、美誉度持续扩大，获评全国县域旅游
综合实力百强县。

“领跑”县域经济增长

巩义中牟再度荣登全国百强县市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