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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开展纪念“6·5”

世界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海）

今年
6

月
5

日是新环保法实施
后的首个“环境日”。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确定的

2015

年世界
环境日主题为“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环保部确定的我国主题
为“践行绿色生活”，我省宣传
主题为“践行绿色生活共建
美丽河南”。

为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激
发公众环保热情，营造全社会
积极参与支持环境保护的良
好氛围，

6

月
5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信阳市环境保护局将联
合信阳市委宣传部、 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农工党信阳市委
等单位，结合世界环境日主题，

在西亚和美广场开展系列宣传
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环保科普咨
询、环境大接访、环保法律法规
及诉讼案件咨询、 通信基站及
电磁辐射咨询、 群众健康咨询
和体检、首届“美丽信阳最美
印象”少儿环保书画展览等，欢
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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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15

年工作要点安排，市人大常委
会将于近期对全市物业管理情况进行调研， 欢迎社会各界
和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建议。 来信请寄市行政中心

1

号楼
1429

房间或发送至邮箱
xyrdcjw@163.com

。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2015

年
6

月

“尽孝”真的不能等

“关手机，陪父母好好吃顿饭”“教爸妈用
微信”“带爸妈做体检”……连日来，一组在各
种场合提醒孝亲的图片在网上悄然流行，还
被赋予“现代

24

孝”。

无论是古代版的
24

孝， 还是现代版的
24

孝，“尽孝” 永远是一个不会过时的话题。

很多为人子女者都明白“尽孝”的重要性，但
在实际生活中，尽孝却又难之又难。 不是吗？

有的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常年在外打拼，虽然
平时都能按时往家中寄钱寄物， 让家中的老
人衣食无忧，但却不能经常“回家看看”，有的
甚至几年才回家一次。 有的子女虽然离父母
不远，但每到周末却总有忙不完的事，不是朋
友相聚，就是外出旅游，根本无暇顾及家中年
迈的父母。有的子女虽然也能“常回家看看”，

却一到父母家中就拿起手机，只顾玩游戏，而
把父母晾在了一边。

其实，“尽孝” 不是非得要经常往家中寄
钱寄物。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尽孝”无非就是
期盼孩子能常回家吃顿饭、陪父母聊聊天、平
时经常打打电话等。 父母对钱物的多少根本
无所谓，在意的就是一种亲情。

因此， 作为做子女的， 一定要尽早“尽
孝”，千万不要以为父母还年轻，身体还行，还
来得及，而忽视了尽早“尽孝”。 平时再忙，也
不要忘了给父母多打打电话， 哪怕发条短
信，发个微信，也是给父母一种关爱。 遇上自
己外出旅游时， 不妨也把父母一同带上，既
让父母见见世面，也让父母体验到子女的孝
顺。 父母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身体也在走
下坡路，作为子女要经常带父母去医院检查
一下身体，既让父母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
数”，又让父母切身感知子女的关爱，从而使
父母幸福地生活在孩子的“孝”生活当中，安
享晚年。

“尽孝”真的不能等。 但愿我们每一位为
人子女者赶快行动起来，“关掉手机， 陪父母
好好吃顿饭”“教爸妈用微信”“带爸妈做体
检”等，这不仅是我们子女应该去努力为父母
做的，也是我们父母所期盼的。

今日王湾真“美气 ”

“平畴遥望树荫浓，夹岸人家图画中。 百
尺层楼村远近，一湾流水屋西东……”清朝诗
人蒋彪一诗是今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王
湾村的真实写照。

6

月
2

日，记者走进地处洪
汝河畔的王湾村， 映入眼帘的是风格迥异的
村舍、错落有致的楼房、鸟语花香的院落、鱼
跳鸭游的池塘、干净整洁的道路、宽阔漂亮的
广场，生机盎然的菜地……真是人在景中，景
在画里，美丽村庄让人“眼气”。

“俺村以前四面环河，出来进去靠一条破

船，村里脏兮兮的，‘一眼老井不出水，一缸粗
粮难顾嘴； 土路难走满身灰， 土坯草房难挡
雨。 ’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俺村来。呵呵，

现在好了，村庄美起来了，腰包鼓起来了，外
村人都‘眼气’起来了，就连河对岸安徽的漂
亮姑娘都争着嫁俺村的小伙呢。 ”爽朗的郭大
妈一打开话匣子就不愿意停下，“以前别人问
俺住在哪儿，俺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现在再
有人问俺是哪个村的， 俺都是仰着头告诉他
们俺村的名字———王湾。 ”

“刚开始搞美丽乡村建设时，村里‘垃圾
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村干部一筹莫展，农民

有‘垃圾随处丢，脏水随手倒’的习惯，保洁员
累死累活也扫不干净。 后来， 村干部研究决
定，咱自己的村庄还得靠咱自己建！ ”该村党
支部书记王振发说，“现在村里建了

3

个大垃
圾池，原来的土路也修成了水泥路，看到墙上
写着‘村庄美丽，人人有责’的标语。村民都自
觉把垃圾分类放进垃圾池。 ”

“村庄漂亮了，日子也好过了。 俺今年栽
了

5

亩小香葱，绿油油的菜地美化了环境，增
加了收入，今年少说我也能挣

7

万元。 ”村民
崔广敏幸福地说。

60

多岁的郭小娟，穿着十分俏丽，白天她

在弟弟的菜棚里帮工， 晚上和村里的姐妹到
村文化广场跳广场舞。 去年在淮滨县举行的
广场舞大赛中，她和姐妹们还拿了奖。 “我们
每天都来跳舞，村里专门设置了灯光，还派
人负责接音箱， 姐妹们在一块跳跳舞， 说说
话，一天的疲劳就都没有了，每天都活得很开
心，觉得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郭小娟乐呵呵
地说。

采访中，村民们说得最多的是，村庄变
美了，日子变甜了。采访结束，已是夕阳西下，

落日余晖中的王湾村静谧美丽， 而村民们的
心里更是敞亮“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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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６

月
３

日电（记者王烁）

记者从河南省招生办公室获悉， 为了封堵
高考舞弊，

２０１５

年， 河南省将把查处替考
等违纪作弊行为从考试延伸到入学以后。

今年， 河南省高考将加强考试入场环
节的身份查验， 考生入场要进行指纹、照
片、身份证三对照，发现异常的，由现场监
考、视频监考、主考逐一重点核验。 为防止
利用伪装成文具的无线电通讯工具作弊，

今年河南考生严禁自带考试文具， 所需文
具由各考区统一解决。

据了解， 今年河南省继续实行县与县
“推磨”交换监考，并在每个考场增设第三
名监考，主要负责考生身份验证、防范通讯
工具作弊等。在考场三个监考之外，每四至
八个考场设一名视频监考员， 与现场监考
负同等责任。对所有考场进行视频监控，考
试全程同步监看，考后录像回放审看，发现
疑点一一查实。 河南省、市、县各级招生部
门派人到现场巡视， 同时通过考试专网巡
查系统对考场实行网上审查。

考试结束后，河南省各市（县）招办将
对本地考生入场照片进行比对复查。同时，

河南省招办将采用人脸照片识别技术，对
考生入场照片进行全面比对复查。 对于入
场照片与报名照片无法认定为同一考生
的，将进行重点核查。

为加强高校录取环节和新生入校后的
复查工作， 河南省招办在招生录取时除向
高校提供考生的电子档案外， 录取后还会
向高校提供笔迹图像和进场照片信息，供
高校在新生资格复查、 学籍注册等环节加
强考生身份比对， 把查处替考等违纪作弊
等行为从考试延伸到入学以后。

对违纪作弊考生分别给予取消其当
次单科、全科成绩、录取资格或学籍的处
理， 情节严重的给予停考国家教育考试

１

至
３

年的处理，并将其违纪作弊行为记入
诚信档案。 对违规参加高考的高中非应届
毕业在校生，应届毕业当年不得报名参加
高考。

据悉， 河南省今年统考报名总人数为
７７．２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５

万人。按照全国统
一安排，今年的高考时间和往年一样，为

６

月
７

日、

８

日两天。

建设美好乡村 打造幸福家园

———有关人士解读《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 对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促
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建设美好乡村等提出了
明确要求。民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
结合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梳理出《意见》的
四大亮点。

亮点一： 坚持和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
民自治机制

《意见》提出，坚持和完善村党组织领导
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制度， 尊重农村居民
的主体地位， 切实维护好保障好农村居民的
民主政治权利、 合法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权
益， 让农村居民从农村社区建设中得到更多
实惠。

“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社
区建设的根本手段。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
建设司司长蒋昆生指出，《意见》 中明确强调

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手段，这
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
改革依法有据的法治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文
军认为， 社区建设强调依靠社区居民自身的
力量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设， 但生活在
同一个社区内的主体往往是多元的， 因此在
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村民自身的
自治和多元主体的参与关系， 要形成一种共
建共享的机制。

亮点二： 将扩大非户籍居民参与作为农
村社区建设主攻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农村外来人口逐步
增多， 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服务好外来人
口就显得尤为重要。 《意见》指出，依法保障符
合条件的非本村户籍居民参加村民委员会选
举和享有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吸
纳非户籍居民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的协商， 建立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共
同参与的农村社区协调议事机制。

对此，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唐鸣认为，这是“雪中送炭”的表现。对于流出
农民而言，《意见》 打开了非户籍居民参与流
入地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通道， 关注了社区
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也照顾了特殊
群体的特别需求。

“作为农村社区建设主体，‘人’是农村社
区建设的起点和前提， 也是最后的落脚点和
归宿。 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不能只重视‘物
质’因素的投入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参与性
和能动性。 ”文军说。

亮点三： 将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作
为农村社区建设关键任务

《意见》强调，积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项
目向农村社区延伸， 探索建立公共服务事项
全程委托代理机制，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农村社区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什么问题？

蒋昆生认为， 由于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仍存在
差距， 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消除。 因

此， 农村社区建设首先要解决好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问题，农村社区服务应该一视同仁，不
能只“管”户籍居民和当地村民，在当地居住
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应该“管”起来。

“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促进城乡
一体化建设的角度来看， 农村社区建设的任
务十分紧迫和繁重。 ”唐鸣举例说，在农村社
区建设中，除了满足生活需要之外，当前最需
要满足农民生产所需的生产性公共服务等。

亮点四： 将法治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
必要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基层
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任务。 蒋昆生说，农村社
区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农村社区的具
体实践。 《意见》从三个方面推动农村社区治
理法治化建设： 一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
系；二是健全农村社区化解矛盾纠纷机制；三
是促进农村社区依法治理，“要把农村社区建
设成为法治的社区、依法办事的社区、依法治
理的社区”。

(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

日电
)

抛秧是水稻轻简栽培技术之一，国家科委早已将“抛秧稻增产技术”列为国家重点技术推广项目，水稻抛秧
已在息县试验示范两年，技术也已推广。其节本增效效果明显，已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图为

6

月
2

日息县项店镇
张德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正在把即将抛在秧田里的秧苗装车。 余江摄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市举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业务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秦旭）

6

月
3

日上午，信
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业务培训会在羊山
行政中心召开。省文明办创建专家杨世欣为
大家作主题报告。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人
员、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河区、平桥
区等中心城区创建办负责人

200

多人参加了
会议。

杨世欣在报告中，解读了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中涉及的重点工作，从“资料台账怎么
建、创建氛围怎么做、重点问题怎么抓、检查

点位怎么办”等四方面，讲解了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的具体方法，会议还就创建过程
中硬件要求、软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

创建信息的报送等方面作了辅导、讲解。

参会人员通过报告进一步了解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测评方法和工作流程，明确
目标任务，受益匪浅，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打好基础。

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国城市综合类评比
中规格最高、要求最严、难度最大的城市评
比项目。今年是我市争创新一轮全国文明城

市的起始年。

会议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推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
化，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认真学习领会好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积极行动起来，为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

孙铁翔胡?

□

本报记者韩浩通讯员李鹏

□

金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