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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辉
2018年，漯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四城同建”的发展战略，其中一项是
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这一重要文化
布局是推动汉字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
对其他城市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漯河建设中华汉字
文化名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一，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符
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汉字在中华
文化中的地位。他指出：“中国字是中
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
在 3000 多年，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
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
因。”这就从根源上肯定了汉字在中华
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地位，为漯河充分挖
掘汉字文化资源、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
城指明了方向。

第二，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与
河南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战
略同向而行，是漯河为中原更加出彩
增添浓彩的实际行动。河南有着非常
丰富的汉字文化资源，从陶器上的刻
画符号，到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中国
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再到
文字学的开山鼻祖字圣许慎，还有大

量的碑碣石刻资料……奠定了我们河
南在汉字资源和汉字研究领域不可替
代的地位。而且，我们还有一批很有
社会责任心的专家学者，他们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挖掘、整理河南汉字文化
资源，对汉字文化进行保护，推动了
汉字文化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转化，形成了以许慎文化园、安阳殷
墟、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代表的汉字文
化工程，现在郑州大学又成立了汉字
文明研究中心，这些都为漯河中华汉
字文化名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是漯
河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城市文化软
实力的重大举措。漯河地处中原腹地，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是华夏文明和中华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汉字文
化资源。贾湖出土的刻画符号，许慎编
著的 《说文解字》，汉隶代表“三绝
碑”，篆书典范彼岸寺经幢，这些都是
漯河独有的汉字文化资源。近年来，漯
河不断围绕这些资源做文章，兴建了许
慎文化园，举办了四届许慎文化国际研
讨会，推进汉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
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被中国文字
学会、中国训诂学会授予“中国汉字文
化名城”称号。现在，漯河在此基础上
提出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有基础、

有条件，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必定产
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二、中华汉字文化名城
建设要把“务虚”工作做足

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是一个系统
工程，要处理好“务虚”和“务实”的
关系，要把“务虚”工作做足。

做好“务虚”工作，要明确中华汉
字文化名城建设的终极目标，加大汉字
文化普及人才培养力度。漯河建设中华
汉字文化名城的最终目标不能停留在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上，要真的唱
好文化戏，让经济成为文化的副产品。
我个人认为，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的
终极目标应该放在汉字文化普及程度
上，要让漯河的大街小巷充满汉字文化
氛围，要让漯河老少爷儿们的汉字文化
水平提升一个档次，要让漯河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传承汉字文化的标杆，发展成
为“漯河现象”“漯河经验”。只有这
样，漯河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华汉字文
化名城。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
量培养汉字文化普及人才。当前，我
国最缺的就是汉字文化普及人才。汉
字文化普及不同于汉字知识教学，是
要通过灵活的方式解读汉字形体，描
述汉字背后隐藏的传统观念、风俗习
惯、生活方式。汉字文化普及更多地
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生活常识教育、
审美意识教育，所以对汉字普及教育
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是很高的。建议漯
河可以在本地高校设立专门的汉字文
化院系或专业，或者与外地的高等院校
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编写汉字文化普

及教材或读本，大量培养汉字文化普及
人才。先务好这个“虚”，再求务其他
的“实”。否则，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
设必将没有后劲、没有动力。

三、中华汉字文化名城
建设要把“务实”工作做透

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是实打实的
务实工程。一定要在“实”上做文章。
漯河汉字文化资源丰富，但较为分
散，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这是汉字文
化名城建设中的一个短板。所谓短
板，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的，
漯河的短板是先天的。后天的可以弥
补，先天的无法改变。所以，我们就
不补短板，强化长板，以长板带动短
板。把贾湖遗址和许慎文化园作为长板
打造好，再以城市展览馆、博物馆作为
补充，弥补“三绝碑”“彼岸寺经幢”这
些难以形成规模的资源。

另外，漯河提出要开展汉字文化标
识体系建设行动，规划建设汉字主题游
园，开展书法进校园和许慎文化进校园
等一系列活动。汉字主题游园一定要有
教育意义，要融入正能量的价值追求，
要让人们知道，汉字源于生活，汉字就
在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里。比如，《爨宝
子》碑的“爨”字描绘了一幅烧火做饭
的场景……这些都可以做成雕塑、故事
画廊、书法景观等，既有深度，群众又
容易理解接受。

（作者系中国文字博物馆副研究
员。本文是作者在河南发展高层论坛暨
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专题研讨会上的
发言，有删减。）

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通讯员
王丽雅 李琰培）近日，笔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截至 6 月 30 日，我市
2018年度企业年报工作已经结束，企
业年报率达 93.39%，年报率领跑全
省。同时，对全市1921户未按时间节
点年报的企业，将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并向社会公示。

年报是社会各界了解企业的重要
方式，也是企业积累信用的重要内
容。按照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的规
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
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
告。

2018 年度年报工作开展以来，市
市场监管局及早谋划，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微信等媒介，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企业履行年报公示义务。目
前，我市大部分企业已经履行了年报
公示义务。

据悉，按照 《企业经营异常名
录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未按照
时间节点自主公示 2018 年度年报信
息的 1921 户企业，将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在政府采
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将被依法予
以限制或者禁入。

我市企业年报率领跑全省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7月9日
上午，河南省第三届“豫创天下”创
新创业大赛漯河选拔赛暨“中原银行
杯”漯河市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复
赛拉开帷幕，初赛中胜出的40个项目
参加比赛。

复赛现场，参赛项目代表分别对
自己的项目进行了讲解、演示，并就
项目运作、发展前景等问题回答了创
业导师和专家组的提问。有关专家根

据参赛项目进行了点评，并给出指导
性建议和意见。

为不断提高我市青年创业能力和
企业经营能力，进一步营造青年创新
创业的浓厚氛围，市人社局、团市委
联合举办了此次大赛。大赛从今年5月
份启动，经过初赛，共评出20个创新
项目、20个创业项目参加复赛。复赛
为期两天，将评出相应奖项，部分优
秀者将进入决赛。

我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行复赛

本报讯（记者 刘 丹）夏季气温
高，蚊蝇、老鼠、蟑螂等各种病媒生
物又到了滋生的季节。近期，市环卫
服务中心高度重视病媒生物的防制工
作，要求市区各垃圾中转站严格遵守
病媒生物防制相关规定，积极开展病
媒生物专项防制工作。

一是加强垃圾清运管理。做到垃
圾日产日清，收集运输及时到位，不
给蚊蝇、老鼠等留下滋生的空间。同
时，加大对卫生死角的清理力度，确
保无积压、暴露垃圾，垃圾池清理干
净，每日至少冲洗两次，保持站内外
环境干净整洁，做到无“四害”滋生。

二是定期开展消杀工作。每周
机械消杀一次，经检验合格后由管理
员在消杀记录本上登记。在日常工作
中发现蚊蝇增多时，管理员随时进行
消杀，把蚊蝇密度控制在标准范围
内。

三是在中转站内墙壁后侧或墙角
设置灭鼠毒饵盒，统一时间段投药。
同时在鼠饵洞处明确标记“有毒误
服”字样，禁止任何人靠近鼠饵洞。

四是时刻注重安全管理。要求管
理员按规定摆放消杀药品，平时要将
药品放在外人看不见、找不到的隐蔽
部位，以免发生意外。

市环卫服务中心

积极开展病媒生物专项防制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杨 旭 通讯员
张瑞安） 为进一步完善畜产品质量安
全责任体系，落实监管责任，保障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期，临
颍县畜牧局多举措加强规模养殖场监
管。

由各动物防疫中心站与辖区内养
殖场签订监管责任书，明确职责任
务，监管人员根据分包养殖场进行监
管。

强化对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的监
督，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及时进行
整改，确保全县养殖场正规化、环保

化。安排畜牧技术人员定期到养殖场
进行监督，指导养殖场建立科学的免
疫程序。在确保日常检测任务完成的
情况下，不定期对重点疫病进行抽
检，确保无重大动物疫病发生。

对养殖场落实防疫、消毒、兽药
使用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进行检查，
确保畜禽免疫、消毒、无害化处理、
投入品使用等养殖记录可追溯。

引导所有养殖场实行病死畜禽委
托处理，对随意丢弃病死畜禽的养殖
场进行严厉查处，从源头上控制传染
源。

临颍县畜牧局

加强规模养殖场监管

本报讯 （记者 熊勇力） 近日，
“美丽漯河 我是行动者”全市中小学
生环保征文比赛落下帷幕，共有 191

篇参赛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27 名辅导教师、8 个组织单位
同时受到表彰。

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宣
传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小学

校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今年 3 月，市
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

“美丽漯河 我是行动者”中小学生
环保征文比赛。比赛举办以来，全
市中小学生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
共征集到参赛作品 1500 余篇。参赛
作品围绕“美丽漯河 我是行动者”
主题，充分展现了我市中小学生自
觉参与生态保护、共建美丽漯河的
精神风貌。

全市中小学生环保征文比赛结束
191篇参赛作品获奖

■张 希
爱是一阵风，催醒冬日沉睡的大

地；爱是一朵花，散发出淡淡的清
香；爱是一棵小草，以微薄之力装扮
大地；爱是一个普通人，深情地爱着
家乡的河流与土地。

沙澧河风景区，四季如画，是人
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春天来了，这
里美若仙境。瓦蓝的天空，映照着
波光粼粼的河面。河水清澈，鱼儿
在水中嬉戏。水鸟掠过河面，荡起
一圈圈涟漪。岸边绿树成荫，柳绿
花艳。淡雅娇小的迎春花，像亭亭
玉立的少女，舞动着黄色的衣裙。
梨花白得像雪，桃花羞答答地露出

了粉红色的笑脸。草坪间的小野花
也毫不示弱，有的红似火，有的白
如 雪 ， 有 的 粉 如 霞 ， 有 的 黄 赛 金
……把穿着“军装”的草地衬托得
像一块儿绣着花边的绿色地毯。我
一边赏着美景，一边吃着橘子。吃
完后，我四处寻找垃圾桶，垃圾桶
好远呀！四下望了望，没有人注意
我，就将橘子皮扔到了草丛里，然
后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

我沉醉在这淡淡的花香中，眼前
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一个60多
岁的老人，微微驼背，左手掂着一个
大大的编织袋，右手拿着一个长长的
抄网。每个周末，喜欢逛河堤的我都

能看到他。我对他越来越好奇：说他
是捡废品吧，他只是沿着河边走；说
他捕鱼吧，他总是拿着长长的抄网往
河中捞东西，捞出的东西装进编织
袋。就连下雨天，在河边也能见到他
的身影。这次我鼓足勇气，想一探究
竟。

“爷爷，您在捕鱼吗？”
“不，我在捞河里的垃圾。”
“用来卖钱吗？”
“这不能卖钱的，都是人们乱丢

进河里的矿泉水瓶和塑料袋，还有一
些杂草等。”

“这是您每天的工作吗？”
“不是。我是一个退休工人，看

到别人往河里乱丢垃圾，我心疼，所
以有时间就来打捞一次。”

“您不觉得累吗？”
“不累。看到河水变绿，环境变

美，我心里高兴着呢！”
说完，老爷爷呵呵地笑起来。
老爷爷慢慢走远了，他的笑声久

久回荡在我的耳边。我转身跑向来时
的路，那被我扔掉的果皮，在草丛里
是那么刺眼。我急忙把它捡起来，扔
进远处的垃圾桶里。我知道，我捡起
的不只是果皮，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对
社会、对环境应尽的责任，是每一个
平凡人对家乡的爱。

看着老爷爷渐渐消失的背影，我
默默地追随着他的脚步，随手捡起眼
前出现的每一处垃圾。这背影让我坚
信，漯河的明天天更蓝、水更绿，环
境会更美丽。

（作者系郾城区实验小学学生。
辅导老师：马爱玲）

小城大爱 ——美丽漯河，我是行动者

全市中小学生环保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