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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
心的正面引导作用，描绘、讴
歌战斗在全市疫情防控最前沿
的最美身影、最美人物和最美
事件，展示最新漯河精神图
谱，决定在全市开展“万众一
心 共抗疫情”纪实摄影作品
征集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活动时间
1.作品征集时间从文件下

发之日起至4月10日止。具体
截稿日期以电子邮件收到时间
为准。

2.展览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

二、征集内容
本次影展共分六个篇章：

第一篇章：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主要展现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精准施策、靠前
指挥、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第二篇章：党旗引领，时
代先锋。反映各级党组织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风采。

第三篇章：白衣天使，为
爱逆行。反映广大医护工作者
扛起责任、勇往直前、无私无
畏的高度敬业精神。

第四篇章：群防群控，同
心战“疫”。反映广大乡镇办、
社区、农村、市民和志愿者万众
一心，联手打好防控阻击战的
故事，以及特殊时期市民的生
活状态和守望相助的人间大
爱。

第五篇章：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反映社会各界积极响

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发挥自
身优势，保市场、保供给、保
民生，积极开展社会捐助的故
事，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大爱精神。

第六篇章: 复工复产，加
快发展。反映在抗击疫情的同
时，经济建设不停步，企业有
序复工、商场逐步开市、农民
开始春耕生产的景象。

三、作品要求
1.投稿作品必须为原创纪

实作品，照片黑白、彩色不
限，禁止摆拍。照片仅可作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的适
度 调 整 ， 不 得 作 合 成 、 添
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
处理。

2.投稿可以是多张单幅，
必须注明拍摄时间、地点、简
单的照片说明，以及作者姓名
和联系方式；也可以是完整的

专题形式，每个专题由 4至 10
张照片组成，并有主题阐述及
作者简介。本次投稿仅接收电
子文档，投稿件数不限。作品
需提供原始图像资料，数码相
机拍摄照片提供无压缩 TIFF、
JPEG 格式，不小于 4MB；手
机原图不小于2MB。

3.投稿作者需对所投图片
内容的真实性完全负责，保证
投稿作品不出现任何侵犯他人
权益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侵
犯他人肖像权、名誉权、隐私
权、著作权、商标权等。因上
述侵权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及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投稿作
者本人承担。

4.主办方有权使用获奖作
品举办展览、出版画册，及在
媒体平台进行展示、宣传，不
再另外支付稿费。

四、作品评选

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
组，从投稿作品中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颁
发奖金和证书。入选投稿作者
名单及作品将通过 《漯河日
报》、《漯河日报·晚报版》、
漯河发布、漯河名城网予以公
布。

投稿邮箱： lhrbwxd@126.
com

QQ：837368974
地址：新闻大厦408室
联系人：王晓东
联系电话：0395-3170199
1393955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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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漯河市“万众一心 共抗疫情”纪实摄影作品征集活动的通知

□本报记者 姚晓晓

随着防疫知识宣传的不断
深入，餐桌文化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公勺公筷、分餐进食
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接受。3月
29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家住长江路的胡女士是一
位社区工作者，经常给社区居
民宣传防疫知识，对于使用公
勺公筷，她也是一位先行者。

胡女士一家有四口人，用
公勺公筷已经 3年多了，每个
人还有专碗、专筷，有时家里
来亲戚，也会给他们准备专门
的碗。

“一开始家里人也没有使
用公勺公筷的意识，特别是家

里的老年人。为了让老人慢慢
接受，我就找来相关视频给老
人播放，并且买来不同颜色的
餐具，现在每个人都习惯了，
吃饭的时候会自觉找自己的碗
筷，而且夹菜的时候也自觉用
桌子上的公筷。”胡女士说，
特别是这次疫情期间，看到一
些关于提倡使用公勺公筷和分
餐进食的公益广告，家人就更
支持她的做法了。

“以前在饭店吃饭时用过
几次公勺公筷，不过在家里基
本没用过。这次疫情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现在我们家餐桌上
也用起了公勺公筷。”家住市
区泰山路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还有一些市民表示，一双

公筷让简单的居家用餐更有
“仪式感”了。“以前吃饭，一
家人的筷子在盘子里扒拉，还
相互夹菜，看着挺融洽，但其
实传染疾病的风险也大了。”
市民孙先生说，用公勺公筷不
仅能防止病从口入，用餐形式
上也更讲究。

采访中，记者发现分餐进
食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推崇。

“一些酒店和熟食店推出自助
餐的形式挺好的，大家吃什么
就夹什么，既干净又卫生。”
在医院工作的张淑珍坦言，她
一直都很注意饮食安全，现在
又经历了此次疫情，她在外面
吃饭都会建议大家用公勺公
筷，最好是分餐进食。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人
们逐渐感受到春的暖意。伴随
着疫情缓解的好消息，河南体
彩给购彩者再送好礼，“排列
3”2000万派奖蓄势待发。

作为一款经典小盘游戏，
“排列 3”可谓体育彩票中的
“元老”。“排列 3”上市已超
过十个年头，相信很多彩民对
于它的具体玩法并不陌生。就
是从 000~999 共 1000 个数字
中选取一个三位数作为一注号
码进行投注，开奖号码为一个
三位数，这也是“排列 3”游
戏名称的来源。按照不同的投
注方式，“排列 3”有直选、
组选三、组选六等三种投注方

式。经过岁月的洗礼，体彩
“排列 3”已经成为一个智慧
博弈的平台。简单的三个数字
能在瞬间变化出无数个可能，
这是“排列 3”的魅力所在，
也是体育彩票的魅力展现。

近几年，虽然新型彩票游
戏不断推出，但“排列 3”仍
受到众多购彩者青睐。本次派
奖活动，将于“排列 3”游戏
第 20041期开始 （3月 31日开
奖）。派奖针对两个奖级进行
加奖，组选三单注奖金增加
74 元，从 346 元提高到 420
元；组选六单注奖金增加 37
元，从 173 元提高到 210 元。
本次派奖计划使用调节基金

2000 万元，派奖奖金和
常规奖金一并兑奖，兑
奖 期 限 与 常 规 兑 奖 相
同，派奖奖金用完为止。

借助本次的加奖派
送活动，排列3游戏必然
能够再次焕发出新的光
彩，再次引发购彩者们
的关注。 漯河体彩

河南体彩“排列3”2000万派奖重磅来袭

公勺公筷摆上家庭餐桌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在召陵区和谐家园小区，
有这样一对好友，她们友谊深
厚，同样的热心肠，同样是社
区志愿者，她们就是59岁的赵
姣和 53 岁的崔军萍。3 月 30
日，记者采访了这对好友。

记者见到赵姣和崔军萍
时，她们正坐在一张沙发上，
愉快地聊着家常，房间内不时
响起两人的笑声。

赵姣和崔军萍住在同一个
小区，平时常一起聊天，分享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赵姣性格
开朗，爱说爱笑。崔军萍稍显

内向，与人交往时比较慢热。
两人虽性格不同，但很投缘，
三年前相识后，就常在一起聊
天、买菜等，友谊逐渐深厚。

“我以前常常待在家，和
赵姣认识后，性格开朗了很
多。”崔军萍笑着说。

几年前，赵姣加入了燕山
路社区志愿服务队。崔军萍和
她认识后，也加入了志愿服务
队，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社
区每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中，都
可以看到这对好友的身影。

2018年，燕山路社区成立
“妈妈团”，专门为辖区一些生
活不便的老人服务，两人又一

起加入。“我们主要是帮老人
们做些家务。她清理垃圾，我
擦桌子；她扫地，我就拖地，
配合得很默契。”赵姣笑着说。

不仅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活
动，崔军萍和赵姣生活中也常
帮助邻居。小区内有一位双腿
残疾的居民，她们每隔一段时
间就去帮他晒被子、买东西。

“我们俩在家也没有什么
事，能帮大家做点事，心里可
舒坦。”采访中，崔军萍和赵
姣告诉记者，她们都觉得成为
一名志愿者很开心，以后还要
一起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大
家服务。

一对好朋友 结伴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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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陵区大道东方小区居民张凤枝近段时间有点忙——她
要同时照顾外孙小宇（化名）和小宇同学小豪（化名）。小
豪的家长因工作去了外地，张凤枝就帮忙照顾小豪。图为3
月30日张凤枝教两个孩子写字。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