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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虽然我市去年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但在创建方面
还存在薄弱环节，农村环境卫
生工作投入不足，城中村、城
乡接合部、大部分农村地区环
境卫生条件还有较大差距，生
活垃圾和污水处理问题没有得
到根本解决，农村居民卫生厕
所普及率还较低……”8月9日
上午，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提高创
建成果，今后三年，我市将在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
基础上，大力向农村倾斜，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变得
更加美丽宜居。

据介绍，为了让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形成长效管理机
制，按照方案加强日常监管，
把突击行动变为常态管理，随
时随地经得起各级组织检查，
我市专门制定了 《漯河市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三年工
作方案 （2018－2020）》。根据
方案要求，我市将积极开展国
家、省、市级卫生乡镇、卫生
先进单位、卫生村、卫生居民
小区创建活动，争取达到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建成区所辖行
政村要全部达到省级卫生村的
标准；创建国家卫生乡镇，所
辖行政村要有 50%以上达到省
级卫生村的标准。

针对大部分农村地区环境
卫生条件还有较大差距的现

状，我市将常态化抓好城乡环
境卫生整治行动，并对开展情
况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
查和督导检查，有效改善城乡
卫生环境。大力推进“厕所革
命”，抓好市区公厕改造、旅游
公厕提升、乡镇公厕和农村户
居卫生厕所的新建、改建和扩
建工作。

此外，我市还将按照国家
和省里的要求，积极开展健康
村 镇 试 点 工 作 和 健 康 社 区 、
健康单位、健康医院、健康家
庭和健康学校等“健康细胞”
工程的创建工作，并坚持以环
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
的综合防治原则，集中开展
季节性灭鼠灭蟑和灭蚊蝇活
动。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通
讯员 任乐乐）“我今天太高
兴了，于氏救苦膏药终于成
为 我 市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了 ！ 看 ， 这 是 我 领 到 的 匾
牌。”8月8日，于氏救苦膏药
传承人于洋领到市第五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匾牌
后，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市第五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包含8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保护名录，即 1 项传统戏剧
（舞阳越调）、6项传统技艺和
1项传统医药，其中传统技艺
分别为曲胡制作技艺 （肖氏
曲胡制作技艺）、豆腐制作技
艺 （丁氏豆腐制作技艺）、酿
酒制作技艺 （贾湖酒制作技
艺）、醋制作技艺 （辽城淋醋

制作技艺）、篦子制作技艺
（师氏艾城篦子制作技艺）和
木梳制作技艺（陈氏木梳制作
技艺），1项传统医药（修真堂
女科圣药）；以及 6 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即1
项传统技艺（面塑）和5项传
统医药，其中传统医药分别
为 中 医 妇 科 （朱 氏 中 医 妇
科），传统膏药 （张氏正骨膏
药、米氏万应灵膏药、于氏救
苦膏药、骨应膏药）。

截至目前，我市非遗保
护项目已陆续公布市级项目
五批共80项，其中民间文学9
项、传统美术4项、传统音乐
4项、传统舞蹈14项、传统体
育与竞技2项、传统手工技艺
22项、传统戏剧4项、传统医
药17项、民俗4项。

我市公布第五批非遗保护项目

我市今后三年“创卫”目标任务确定

大力创建卫生村 推进“厕所革命”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我想资助一名贫困学
子，记者采写的报道让我很感
动。”随着“我要上大学——
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的火热
进行，不少市民联系本报记
者，真诚地想帮扶贫困学子一
把。

市民积极捐助贫困学子

最近几天，本报“爱心桥
行动”的热线电话响不停，有
的热心市民指名捐助贫困学
子，有的市民想让本报推荐几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来捐
助。“我相信你们的推荐，我
们都是为了让爱传递下去。”
市民李女士是一家私企老板，
在读了本报记者采写的贫困学
子报道后表示，一张张生动的
图片、一段段感人的文字，贫
困学子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打
动了她。

市民刘女士曾连续5年匿
名捐助本报“爱心桥行动”的
贫困学子。“今年我还想再捐
助一个。”她通过微信向本报
记者表示。

“我想捐助你们报道的娄
晓景同学，她的故事让我很感
动。她现在有没有人捐助？”

一名热心企业家向本报记者询
问。记者在统计个人捐助时发
现，考上 985、211 高校的贫
困学子受到爱心人士关注较
多。

“我想匿名捐助一名贫困
学子，到时候怎么把钱交给学
生？”网友 wangl 询问本报记
者。目前，很多热心市民打电
话咨询捐助活动细节。市民资
助本报“爱心桥行动”的贫困
学子，可以把钱款捐赠给本报
爱心基金，也可以在本报记者
的牵线搭桥下，以不记名形式
把钱捐给贫困学生。

团体捐助请提前联系

目前离大学开学还剩不到
一个月时间，本报针对市民个
人定向捐助贫困学子的活动正
在火热进行中，并将在本月中
下旬集中开展团体捐助活动，
有团体捐助意向的企业可提前
联系本报。

爱心电话：13503950703
晚 报 小 Q （QQ 群）：

102185269
微博：（新浪）@漯河晚报
微信：漯河晚报
邮箱：154392258@qq.com
公众号：漯河发布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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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进行中

市民奉献爱心 资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记者 姚肖） 8 月
9日，记者跟随市创文办督导四
处到市人民公园、市工人文化
宫进行督导检查。该处工作人
员认真对照“创文”标准实地
查看两家单位的整改情况，并
针对整改结果进行一一点评，
充分肯定了他们高度重视、抢
抓落实、注重实效的工作作风。

市人民公园：面貌焕然一新

夏季阵雨后的市人民公园
空气清新，树木郁郁葱葱。记
者注意到：公园里斑驳的栏
杆、破旧的石板路、损坏的雕
塑和建筑物都焕然一新；新型
分类垃圾箱取代了老式垃圾
桶，角落里堆积的垃圾杂物也清
理得干干净净；随处可见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栏、健康知
识宣传栏、许慎文化宣传栏、焦
裕禄精神红色主题宣传栏等增添
了公园的文化氛围。

“最近发现家门口的人民公
园大变样了！不仅环境干净整
洁、赏心悦目，厚重的文化气
息与公园里颇具年代感的建筑
相得益彰，让人流连忘返。这
都是‘创文’给咱老百姓带来
的福利！”正在健身的市民李女
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8月2日以来，市
人民公园认真落实市创文办督
导四处的工作要求，通过加大
对公园内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的整改力度，进一步规范商户
的经营行为，细化园区保洁标
准，积极营造浓郁的“创文”
氛围，成立志愿服务站等途径
对公园进行全面整改，取得了
明显成效。

市工人文化宫：告别“脏乱差”

随后，记者跟随工作人员
来到市工人文化宫查看整改情
况。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赶
工期，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我们近
年来克服人、财、物的困难，
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目前我
们正努力按照‘创文’要求提
升建设标准、美化院内环境，
为工会会员、广大市民提供一
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市工人
文化宫主任董良告诉记者。

记者在市工人文化宫院内
看到：硬化过的路面干净整
洁，院内商户统一安装了宣传

‘创文’的门头牌匾，新建的文
化广场平整开阔，彰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版面比比
皆是，与往日破旧不堪、脏乱
差的景象大相径庭。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经常来
这里溜冰、打羽毛球，留下了
美好的童年记忆。如今，看着
它一天天变好，重现往日的生
机与活力，我由衷地感到高
兴！”市民小王告诉记者。

据了解，8月3日以来，市
工人文化宫全体职工放弃休息
时间，开展志愿者活动，奋战
在“创文”一线，党员干部身
先士卒，不怕脏不怕累，分工
合作，清理院内卫生。同时启
动院内硬件升级改造工程，组
织施工队加班加点，对院内广
告、老旧门头、停车位、公益
广告等问题一一落实整改，进
一步美化院内环境。

“通过再次督导，市人民公
园、市工人文化宫积极落实

‘创文’要求，整改到位，创建
水平大幅度提升。希望他们进一
步深入学习创建标准，提升创
建水平，为‘创文’做出更大
贡献，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
群众。”市创文办督导四处工作
人员张明敏对市人民公园、市
工人文化宫的“创文”工作总
结道。

市人民公园、市工人文化宫

整改见成效 旧貌换新颜

整改后的市人民公园焕然一新。 市工人文化宫“创文”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
法版权，未经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违者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声声 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