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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路与太行山南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
不亮。

五一路与湘江路交叉口向南约130米路东，
垃圾无人清理。

中山北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向南约 25 米路
西，井盖移位。

中山北路与汾河路交叉口向北约 90 米路
东，井盖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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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水真甜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能再喝上故乡的水，我很高兴。”
对于召陵区万金镇余营村的68岁村民
余建华来说，1月31日是有特殊意义的
一天。当天，来自故乡的丹江水流进了
他的家。

2010年8月12日，余营村村民为
服务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从南阳市淅川
县滔河乡搬迁至召陵区万金镇，在沙澧
大地扎根。今年1月31日，通过南水北
调工程，丹江水流入余营村。时隔13
年，迁移的村民再次喝上了故乡水。

通水当天，很多余营村村民一大
早就起来了，和施工人员一起接水管，
将主管道内的丹江水引入室内，忙得不
亦乐乎。“这根白色的管子里就是丹江
水。只要打开阀门，家里的水龙头就出
水了。”向记者介绍情况时，余建华的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从早上6点多到下午5点多，余营
村146户村民逐户通了丹江水。“这水
喝着真甜，和我记忆中的一样甜。”采
访中，很多村民感慨道。

水是记忆中的水，村民的生活却
发生了变化。余营村移民搬迁时，余
新冬31岁。当年，他和妻子相识并结
婚。他的妻子是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
人。十几年来，夫妻俩互相扶持，恩
爱有加。

记者在余营村看到，房屋成排、道
路纵横，整体布局明朗大气，党群服务
中心、文化广场、幸福院、农家书屋等
设施齐全；每户都是四室一厅，外加一
个小院。据该村党支部书记余耀敏介
绍，目前，村里建有蔬菜大棚、莲藕基
地等，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村里基
础设施完善，村风文明淳朴，余营村正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看着水龙头里流出的丹江水，余耀敏笑容满面。

龙腾西营 万象启新

第一批河南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
镇、千年古村落”名单公布

我市2镇3村入选
本报讯（记者 孙 震）近

日，第一批河南省地名文化遗产
“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名单
公布。我市舞阳县北舞渡镇、吴
城镇被认定为“千年古镇”，舞
阳县九街镇老樊庄、章化镇简
城、章化镇古城 3个村被评为

“千年古村落”，同时列入申报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
千年古村落”备选名单。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切实保护、挖掘和传承地名
文化遗产，宣传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民俗发展史，
增强文化自信，省民政厅组织开
展了“河南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
古镇、千年古村落”认定活动。
经各地遴选推荐、史料考证、实
地考察、专家评审等，评出了此
次公布的“千年古镇、千年古村
落”名单。

据了解，地名文化遗产“千
年古镇”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集镇或中心聚落形成至今达
1000年 （含） 以上，且今为建
制镇；专名历代传承，沿用至今
达1000年（含）以上，有重要
传承价值，知名度高；地名实体
文化内涵较丰富，独具特色；古
建筑保存较好，传统风貌尚存，
名称内涵丰富；历史上为区域范
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
心或军事重地等。

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村
落”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村 落 形 成 至 今 达 1000 年
（含） 以上；地名沿用至今达
1000年 （含） 以上，文化内涵
丰富，有重要传承价值，知名
度高；传统聚落形态和典型建
筑保存尚好，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等。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1月 30
日上午，市残联、市盲人协会为全市
30多名困难盲人发放米、面、油等慰
问品和慰问金，向他们送上节日祝
福。

当天上午9点30分，在漯河市力华
职业培训学校门前，不少盲人陆续领取
了新春礼包。

“感谢市残联和市盲人协会的关
爱，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今年58岁

的盲人武军锋高兴地说，多亏了市残
联、市盲人协会的大力帮助，这些年自
己的生活越过越好。

“能为这个特殊群体奉献一些爱
心，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春节，我们很
开心。”市盲人协会主席周小力说。

30多名盲人领新春礼包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1
月 26日晚，第四届河南电影电
视“大河奖”结果在“央视频”
线上直播揭晓。由河南省隆森百
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九
三学社漯河市文化艺术支社社员
徐梅霞投资摄制的《博士还乡》
荣获“优秀电影故事片奖”。

本届河南电影电视“大河
奖”评审活动由省文联、省广播
电视台、省影视家协会共同举
办，旨在检阅我省5年来在影视
创作方面的成就。电影故事片
《博士还乡》 由徐梅霞投资拍
摄，九三学社河南省委、中共南
阳市委宣传部、中共漯河市委宣
传部、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九

三学社漯河市委等联合摄制，不
仅电影的开机仪式在我市举行，
还在我市多个地点取景。我市多
名学生参加演出。

影片以抗战时期河南大学流
亡办学的悲壮历史为背景，以该
校留学归来的博士赓续河大精
神、扎根基层为国育才的壮举为
故事主线，生动展现了河大师生
与人民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的
英雄情怀。

“我将继续以电影的形式讲
好‘河南故事’，推出更多高品
质的文旅新产品、新业态，用文
旅文创的创新之笔书写新时代河
南影视文化的诗与远方。”徐梅
霞表示。

河南电影电视“大河奖”结果揭晓

漯河电影人出品的
《博士还乡》获奖

1月30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嵩山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排查消防安
全隐患。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春节即将来临，许慎文化园景区完善园内垃圾桶、导引牌和文
明旅游提示牌等设施，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图为1月29日，许慎文化
园景区保洁人员在擦拭文明旅游提示牌。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本报记者 张俊霞
通 讯 员 苗雨露 李 远

“我没想到刚下车就看到咱漯河
企业的招聘信息。政府的服务真
好！”1月31日上午10点，刚下高铁
的郾城区李集镇的李先生说。李先生
长年在广东打工，生活上感觉不方
便，这次回来就想在漯河找个工作安
定下来。

当天，为促进漯河老乡返乡就业，
市人社局派出两辆招聘专车，分别来到
高铁漯河西站和漯河火车站。工作人员
带着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页和企业岗
位信息册子，一边发给刚出站的老乡一
边耐心讲解。不少返乡人员关注了漯河
人才网等微信公众号。

11点多，肩扛手提行李的老乡陆
续走出漯河火车站。市人社局工作人员

一边宣传家乡企业近几年良好的用工环
境，一边告诉他们：“如果有一技之
长，在咱漯河的企业能拿到七八千元的
月薪。”

为让返乡人员在本地找到心仪的工
作，1月31日到2月24日（春节假日除
外），市人社局在高铁漯河西站、漯河
火车站广场同时开展为期15天的“欢
迎河南老乡、回漯返乡就业”送岗特色
招聘活动。本次活动汇总了93家企业
的岗位信息，为返乡人员提供3818个
就业岗位，包括普工、销售、文员、工
程师、家政、快递员等，以满足各类求
职群体的需求。

此外，为充分利用春节返乡黄金
期，2月18日至23日，市人社局将在
漯河人才市场举办现场特色招聘会、直
播带岗活动等。

送岗促就业

在高铁漯河西站广场，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向刚出站的老乡讲解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张俊霞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嘉明
1月30日，郾城区孟庙镇第一届民

间文艺大赛暨冬季“村晚”在郾城区孟
庙镇西营村举行。

本次活动由孟庙镇 26 个村 （社
区）带来的27个精彩节目组成。何庄
村文艺爱好者表演的舞蹈《中华龙舞起
来》拉开了大赛帷幕。

孟庙村77岁的王勤香老人是村腰
鼓队领队。当天，她和腰鼓队队员一

起，用腰鼓敲出了对生活的热爱。
记者注意到，大家在观看演出的同

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向亲
朋好友分享幸福和快乐。

近年来，孟庙镇以“奋勇走前列、
勇当排头兵”的姿态，奋力谱写乡村振
兴新篇章。借助民间文艺大赛暨冬季

“村晚”舞台，文艺爱好者用最真挚的
情感、最朴实的语言，诠释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1月29日，由召陵区委宣传部、召

陵区文化旅游局主办，召陵区文化馆、
召陵镇人民政府承办，河南素颜堂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赞助的召陵区2024年四
季“村晚”在召陵镇大徐村举行。

本次“村晚”以“龙行天下 广聚
召陵”为主题，采用线上直播与线下表
演相结合的方式，让广大村民欢聚一
堂，共享文化盛宴。

欢快喜悦的鼓舞 《过年了》 拉开
了“村晚”帷幕，演员们一身火红的
服装，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了火热的气
氛；歌曲《包子油馍胡辣汤》令现场
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响成一片；情景
剧 《我的家乡在老窝》、舞蹈 《木
兰》、小品 《过年相亲》、模特走秀
《一座城两条河》、戏曲《让神州大地
国泰民安》等节目轮番上演，让现场
观众看得过瘾。

四季“村晚”热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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