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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营造健康成长环境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全国、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见习记者邹乐）

2

月
22

日下午，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全国、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副市长杨慧中出席信阳分会场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
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总结交
流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央

8

号文件和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视讯会议精神的经验，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深入发展。

会上，文化部、教育部、中央外宣办等部门
和黑龙江、湖北、青岛等党委、宣传部领导，结
合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实际，围绕狠抓未成年
人题材文艺精品创作，加强和推进网络内容建

设，净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道德教育，促进中
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测评体系建设实施，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等
方面进行了发言。会议总结了

2004

年以来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
了下一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面临的
形势，明确指出下一步工作的努力方向。

随后召开的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传达了全国会议精神，并
强调了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会议总结
了我省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取得
的显著成效和经验，深刻分析了面临的亟待解
决的问题和困难，并就深化认识、结合各地实
际、创新工作方式，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是关系千家万
户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础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这项工作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落实责任，齐
抓共管，努力开创我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的新局面。

固始县
全面提升民政服务能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邹乐）

民政是为民之政，和谐之基。近
年来，固始县秉承“以民为本、

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工作宗
旨，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创新社
会管理，坚持管理与服务融合，

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功
能齐全、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社
会服务体系， 全面提升民政服
务能力。

城乡社区建设大力推进。固
始县深入开展城市和谐社区建
设示范活动，涌现出一大批管理
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
型社区。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也全
面启动。目前，全县有

80

个城市
社区、

85

个农村社区。 社区组织
体系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以社
区党组织领导为核心，以居民自
治组织为主导，以社区群团组织
为骨干，以各类社会组织为纽带
的社区组织体系，基层社会管理
新格局正在形成。

社会组织服务功能更加突
出。 固始县坚持培育发展与监
督管理并重， 积极完善社会组
织扶持发展政策， 分类规范和
引导社会组织发展， 鼓励发展
慈善公益类社团、 基金会和基
层社区社会组织， 支持社会力
量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

化、 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民办
非企业单位， 初步形成了门类
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
会组织体系。截至目前，全县有
社会团体

176

个，民办非企业单
位
26

个。 这些社会组织遍布社
会各个领域，在激发社会活力，

反映公众诉求，促进社会稳定，

推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
极作用， 成为固始县经济、政
治、 文化和社会建设中的一支
重要力量。

区划地名管理服务效能进
一步增强。 固始县积极适应城
镇化发展要求， 合理布局城市
发展空间， 审慎做好行政区划
调整工作， 促进了城乡协调发
展，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2010

年
以来， 全县共有

7

个乡撤乡建
镇，并撤销城关镇、城郊乡，调
整汪棚镇部分行政村设立了蓼
城、番城、秀水

3

个街道办事处。

地名管理日趋规范， 县乡地名
设标工作有序推进， 地名数据
库基本建立， 地名公共服务能
力进一步提升。 圆满完成了豫
皖两省边界线固始段的联合检
查，分别与商城、潢川、淮滨县
进行了友好协议签字， 开展了
创建睦邻友好平安边界活动，

促进了边界地区的和谐稳定。

藏在狮子头面具后的守望

———访光山县牛皮狮子头民间手艺人谈开峰

“十五大于年”，元宵节在光山人眼中甚至
比春节更重要。在光山，人们所舞的狮子头面
具多半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谈开峰，远近闻
名的牛皮狮子头手艺人。

谈开峰今年
61

岁了，家住光山县南向店乡
陈墩村， 做牛皮狮子头也有近

20

个年头了。说
到为什么人到中年时改行学做狮子头，老谈告
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初，看着村里老人做狮
子头的手艺没落到近乎失传，从小就对狮子头
做法很有兴趣的他决心专门学习这门手艺。凭
着木匠的功底， 老谈向村里的老手艺人请教，

到外地求学，不断地钻研和摸索，他的狮子头
面具越做越好。

说到牛皮狮子头的制作工艺，老谈说大概
分为这几个步骤：清水泡胀新鲜水牛皮，刮去
牛毛和腐肉，再用特制的药水泡。泡好后的牛
皮裁成块儿，蒙到木制的狮子头模型上，待成
型后取下。装上木框架，用石膏粉将表面打磨
光滑，上色，刷漆。将布缝的狮子衣与狮子头连
起来，装上铃铛和配饰，一个完整的狮子面具
才算完成。

泡牛皮的药水是老谈的独门秘方，全凭
这个。老谈的狮子头才易成型，耐保存，不易
破损。说起狮子头能存放多少年，老谈特自
豪地说：我做的狮子头，就是用个

50

年，

100

年也绝不会破。说着拿出一个旧狮子头告诉
记者，说是邻村十几年前定做的，拿回来重
新上色的。记者接过来细看，只是表面颜色

有些脱落，旧狮子头形状完整，牛皮本身没
有任何破损。

制作狮子头全程手工工艺繁琐耗时，加上
新鲜水牛皮供货受到时令的限制，老谈每年做
狮子头的时间是从农历九月、 十月到来年正
月，每年最多只能做

50

个。本地能卖到
10

个左
右，其他的全被江西、湖北等外省的经销商批
发走，他从来都不愁销路。

说起手艺的传承和发展，老谈说他从来没
有带过徒弟。记者问是不是他的独门手艺不愿
外传？老谈笑着说：没有人愿意学这个，不挣
钱，每个狮子头刨去成本，挣的就是个功夫钱。

还有就是刮牛皮时毛皮腐肉的膻臭味一般人
都忍受不了，我每次刮牛皮，家里人都跑得远
远的。再者就是做牛皮狮子头耗时耗力，得需

要时间和耐性，很少有人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
门手艺。

老谈坦言，自己没有美术的功底，给狮子
头上色时手艺差了些。 过去村里制作狮子头，

每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而如今他需要一个人
完成所有工序。记者采访时正赶上老谈在给狮
子头上色。 记者看到狮子头上画着大红花，狮
子嘴上还有类似火焰的花纹。 老谈介绍说，狮
子是吉祥兽，画上大红花是寓意吉祥，传说中
的狮子是喷火兽，所以要画上火焰花纹。

若干年后，也许这种手工艺制作的牛皮狮
子头面具会消失，这种手艺也会失传，但对于
此时的老谈而言， 将爱好变成了终生的事业，

制作牛皮狮子头他乐在其中。靠着制作狮子头
补贴家用，抚养儿女，勤劳的手艺人总是能得
到丰厚的回报，不只金钱和物质。通过狮子头，

老谈也收获了友谊，结交了不少天南地北的朋
友。他也时常翻阅典籍，研究舞狮和制作狮子
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典故，津津乐道地讲与后
辈人听。

手艺人有着他的苦与乐， 老谈坚持着，守
望着他的幸福……

老年公寓里乐融融

2

月
23

日， 元宵节前一
天，记者走进五星老年公寓，

只见老人们有的在阳光下悠
闲地散步， 有的在娱乐室打
牌，有的在阅读室看报纸，整
个公寓里其乐融融。 讲起公
寓里的生活， 老人们你一言
我一句，幸福的话儿说不完。

“在公寓已经住
8

年了，

这里环境清静， 吃的用的玩
的应有尽有， 生活得很好。”

78

岁的李月英老人说， 自己
有一儿两女， 女儿都在外地
工作，儿子工作很忙，以前一
个人在家儿女总担心。 来到
五星老年公寓， 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照顾， 平日还能与公
寓的老人们一起看电视、聊
天、 打牌， 生活开心又有保
障，儿女全都放了心。

正在一旁看书的马炳德
老人，主动告诉记者，他每天
上午都到阅览室看报纸、杂
志，吃过午饭，就和同伴一起
聊聊天、下下棋，生活悠闲自
在，连过年都不想回去。在家

里过年时， 孩子们每天应酬
多， 自己腿脚不方便独自在
家没啥意思， 经常初一就急
着往公寓里赶。

“以前逢年过节孩子们
都会接我回去， 今年春节我
嫌太麻烦就没回去。”

84

岁的
老人张佩清对记者说。“在这
里过年，比家里还热闹，除夕
夜前，大伙儿举办了茶话会，

有唱歌的、说快板的、有演小
品的， 年夜饭公寓里每桌准
备了十几个菜，还有糖果、瓜
子等， 过年能在家里吃上的
东西，这里一样也不少。”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一
些老人已被子女接回家团
圆， 也有很多愿意留下的老
人，我们为他们准备了汤圆、

饺子。”该院院长陈玉章告诉
记者， 这些老人多数都是老
年公寓接收的社会代养老
人， 和五星敬老院的五保老
人一起，共有

200

人。这样不
仅实现了五星办事处所有五
保老人的集中供养、 提高了
五保老人的生活质量， 也让
更多社会上的老人享受到快
乐的晚年生活。

日前，信阳移动新县分公司的负责同志，带领
3

名青年
志愿者与新县新城社区

5

名空巢老人开展“一对一”结对帮
扶活动。他们为空巢老人整理家务，清洗衣物，给每位老人
送去

2

桶食用油、

1

袋大米等物品。

本报记者黄颖摄

新春走基层

“就近打工”缘何遇冷？

近日， 笔者在乡下老家
了解到，仅有

700

多人的小山
村，竟有

100

多名村民都远在
外地打工。 他们一般常年在
外地打工赚钱， 只有春节才
赶回家一趟， 有少数村民竟
五六年也难得回家一趟。笔
者不禁在想：“就近打工”缘
何遇冷？

据笔者所知， 随着各地
招商引资工作的逐步推进和
工业立市战略的稳步实施，

我们本地现在也不缺市场，

不缺岗位， 但为何却难留本
地务工人员呢？ 据一些在外
地打工的村民相告， 主要是
工资待遇和务工环境上的差
距使然。 沿海地区和大中城
市市场大，岗位多，工资及福
利待遇相对较高， 从而吸引
绝大多数富余劳动力去那里
就业。 而本地的企业观念比
较陈旧，意识比较保守，有的
企业甚至仅把眼光盯在应聘

者的学历和从业经验上。难
怪那么多的打工者宁愿“舍
近求远”，也不在本地就业。

那么， 如何让本地的务
工人员留得住， 呆得牢，“就
近打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服务呢？笔者以为，一方面，

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本地企业的知名度
和诚信度，积极挖掘和充分
利用当地就业市场，就地消
化本地富余劳动力资源；另
一方面，劳动部门要加强对
用工企业的监督，确保工人
月工资不能低于国家最低
工资标准，尽量缩小与沿海
地区的差距，同时，确保务
工者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如此，

工资待遇上去了，工作环境
改善了，使他们没有了后顾
之忧，又何愁留不住他们的
“心”呢？

畅所欲言

春天到， 苗木俏。

2

月
24

日， 我市河南路上
的苗木集市好不热闹，

许多市民趁着好天气前
来选购花卉苗木。

本报记者
杨柳摄

黄

德

宝

与

小

英

雄

家

庭

﹃

结

亲

﹄

本报讯（晏乾坤）

2

月
23

日，郑州德宝建筑
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德宝带着提前准
备好的衣服、食品、学习用品、玩具及慰问金，

来到潢川县付店镇晏庄村为救人而光荣献身
的小英雄刘坷家中， 送上了新春的祝福。从
2011

年春节以来， 他每年都会来到小英雄刘
坷家中拜年， 他从内心把小英雄的家人当成
了自己的至亲。

此事源于他对英雄的无比崇敬。

2010

年，

黄德宝通过媒体了解， 潢川高中一年级培优
班的学生刘坷， 在暑假期间看到正在钓鱼的
邻居家孩子肖俊掉入了水塘， 他来不及脱下
衣服及鞋子就跳入了水中，他本不会游泳，加
之水塘很深，俩孩子岌岌可危，闻讯赶来的人
们下到水中， 只救出了肖俊， 却找不到了刘
坷。 接到报警迅速赶来的消防官兵在水下寻
找了近

1

小时，终于找到了刘坷，可他已经没
有了呼吸， 此时距刘坷

15

岁的生日只有
8

天。

并且了解到刘坷家庭贫困， 其父刘光华农忙
时务农、农闲时务工，省吃俭用为刘坷积攒学
费及高中的生活费。 黄德宝为家乡能涌现出
这样一位道德典型深感自豪与光荣， 与妻子
商量决定承担刘坷妹妹上学的全部费用，决
心要长期对这个家庭进行帮扶。

于是， 小英雄刘珂的家人成了黄德宝一
生的牵挂，把他们作为了自己的亲人，每每回
到潢川，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带着礼物前去探
望。不善言辞的刘光华逢人便说：“黄德宝，好
人啊！真是一个好人啊！”

黄德宝对笔者说：“我这样做， 就是希望
英雄应得到肯定，正气得到弘扬，好人应该得
到好报。让我无比欣慰的是，在我的带动下，

政府和社会上各界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都参
与到了关注关爱这个贫困家庭的大军中来。”

据了解， 黄德宝是潢川县双柳树镇晏岗
村曹冲村民组村民，凭着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取得了事业
的成功。成功后，他热衷公益事业，为家乡修路、关爱农民工、参
与光彩助学、关爱环卫工人、救助贫困人们，深受社会各界人士
好评。

春节刚过， 平桥区
龙井乡就组织学习宣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
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
若干意见》，激发广大干
群抓好农业生产的积极
性。 图为该乡党委书记
吴基（右二）在范山村向
群众宣传中央一号文件
时的情景。

李建设孙超群摄

春运期间， 记者在
信运汽车站看到， 售票
窗口前人潮涌动， 车站
内随处可见出行的旅
客。据了解，信运汽车站
积极组织运力， 随时根
据旅客流时流向流量增
开班次， 最大限度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 截至目
前， 该站共发送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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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

本报记者
马保群摄

正月里来春风吹，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尽享春天的欢乐。昨
日，在百花园，在各个广场，人们放飞着风筝，既锻炼了身体，又放松
了身心。图为孩子们在平桥世纪广场放风筝的景象。

本报记者杨柳摄

为进一步弘扬根亲
文化， 加强文化交流合
作
,

日前，黄氏文化研究
会举行春节团拜会并表
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图为团拜会现场。

本报记者
黄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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