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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时 事

05 民生·社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
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以大赛为平

台，用在课堂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在创新实践中增本
领、长才干，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中
外青年的友谊，这很有意义。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人类进步
的源泉，青年是创新的重要生力
军。希望你们弘扬科学精神，积极

投身科技创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
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的成长和发
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让广
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
中更好展现才华。

（下转04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

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通讯员
任赛宵 胡光正） 今年以来，我市深
入开展营商环境综合配套国际化改
革，制订便利境外人员来漯商务考
察、文旅消费的系列举措，服务保障
开放型经济发展，推动国际“朋友
圈”不断扩大。

落实过境免签政策。我市抢抓郑
州航空口岸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机遇，利用各级媒体及微信公众
号、抖音等，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政
策落实举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经济日报》 推出 《怀旧演出非遗技
艺 假期游玩新体验》《胡辣汤里的红
火生意——假期市场热点见闻》 等重
磅报道，向海内外推介漯河文旅资
源。市外事、公安、商务等部门通过
向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友好
城市推送政策，进高校向留学生专题
宣传政策，为外籍人员现场解读政策
和引导外贸、外资企业邀请客商参加
经贸活动等方式，不断深化重点人群
宣传，邀请过境人员来漯开展商贸洽
谈、旅游消费。

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我市在出入
境办证大厅设立窗口，及时为境外人
员办理停留、证件报失等业务。聚焦
食、住、行、游、购、娱、医等方
面，推进境外银行卡受理设备更新升
级，目前有415台ATM机支持境外银
行卡支取人民币。在银行网点推行境
外来漯人员“一站式”简易开户，目
前有64家银行网点、2家酒店支持外
币便捷兑换服务，287户重点商户完成
可受理境外银行卡改造。制作中英文
支付服务指南，拓展境内电子钱包绑
定境外银行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在
境内商户支付等业务，推动高铁站、
火车站、商场、酒店等重点场所支持
境外银行卡刷卡和现金支付等。

加强交流合作。我市为便利企业
间贸易合作，为 2 家外贸企业申办
APEC商务旅行卡、7家中小企业办理
客商来华签证邀请核实单，助力企业
邀请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客商来漯
考察，达成贸易订单超 200 万美元；
邀请马来西亚豫商联合会、泰中文化
经济协会、英国河南商会等 6家境外
商协会组团参加食博会，扩大我市企业与东南亚、欧洲等地区
的经贸交流合作；设计贾湖文化探源之旅、许慎文化朝圣之
旅、红色南街寻梦之旅、品味漯河休闲之旅、全景漯河文化之
旅等精品旅游线路，依托舞阳农民画、“万聚号”、沙河调等非
遗资源，推出面向国际游客的系列特色旅游商品，营造高品质
国际化文旅消费场景。据市出入境管理部门统计，年初以来，
我市境外来漯人员196人，同比增长102%。

我
市
三
项
举
措
扩
大
国
际
﹃
朋
友
圈
﹄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许慎历经三十年编撰出世界

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使中
华汉字的形、音、义趋于规范和
统一，架起了古今文字沟通的桥
梁，被后世尊为“字圣”“字学宗
师”。

《说文解字》不仅给后人一把
打开古代文化的钥匙，还在人生
的价值、对学术意义的追求、治
学应有的精神和治学方法等方面
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许慎是漯河的骄傲，是城市的
一张闪亮名片。漯河是中国汉字文
化名城，并成为“许慎文化与中华
文化新地标”。我市推广普及学习
汉字文化的热度逐年递增。

全市人民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努力把许慎文化研讨会打造成
文化交流的盛会、形象展示的窗
口、助推发展的平台，进一步弘扬
许慎文化，推动许慎文化宣传普
及，促进中华经典文化的传承。

作为许慎文化的发祥地，我
市高度重视许慎文化的弘扬和许
慎精神的传承，提出了“要把漯
河建设成为许慎文化研究中心、
许学文献资料中心、汉字文化圣
地旅游中心和许慎文化教育传播
中心”的目标，着力建设中国汉
字文化名城，以许慎文化的传

承、弘扬，提升漯河软实力和竞
争力。

字圣殿堂绽放光彩
许慎文化扬名世界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
肃穆典雅、气势恢宏的许慎

文化园里，每一块石碑、每一座
雕塑，都仿佛在诉说着汉字文化
的辉煌历程。

为了纪念许慎，我市建成占
地面积近160亩的许慎文化园，
按照中国传统建筑规制，采用中
轴对称布局，六书广场、中华辞
书博物馆、说文解字文物陈列
馆、中华汉字体验馆、状元堂、
汉字大道、字圣殿、叔重堂、说
文馆、字形牌坊、许慎墓沿中轴
线依次分布，构成园区游览参观
的主线；蟾桂山、字圣碑林、字
形解义、字源石、部首方阵、励
志铜雕、魁星亭（金榜石）、惜字
塔等以中轴线为界东西对称分
布，构成景区的环线。

许慎文化资料中心先后征
集、购置各种版本《说文解字》、
辞书字典、许学研究文献等12大
类图书资料近4万册，收集整理
编印近千册《许慎文化研究论文
综汇》，组织力量编写了《许慎文

化通俗读本》《汉字密码》《说文
解字中的古代科技》《说文解字中
的民俗文化》等许慎文化研究普
及读物。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如今的许慎文化园已初具规模，
成为一个集文化遗产保护展示、

许学资料收藏研究、传统文化教
育服务、汉字文化观光旅游于一
体的国家4A级文化旅游景区。

建设是为了更好保护，保护
是为了更好传承。2005年 10月
22日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召
开以来，我市已举办四届许慎文

化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专
家、学者齐聚漯河，交流分享许
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市通过举
办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倾力打
好国际牌，提高了漯河的知名
度、美誉度。

（下转02版）

弘扬汉字文化 传承许慎精神
——写在第五届许慎文化研讨会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谢晓龙
通 讯 员 赵培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
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10月16日上午，
伴着整齐的诵读声，漯河小学五
（14）班师生开启了全新的一天。
如今，在我市的不少学校，每日
晨诵经典诗词成为师生学习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习惯。

经典浸润人生，雅言传承文
明。2004年以来，我市深入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
动，共有7000余万人次中小学生
参加，有力促进了全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整
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和中华文明的
传承。我市被授予全国首家“中
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示范城市”
称号，荣获“第二届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称号。

推广经验 掀起热潮

2003年，市商业幼儿园、源
汇区受降路小学等率先把经典文
化教育引入课堂，让孩子们诵读
《三字经》《弟子规》《大学》等，
一时间反响强烈。

市委宣传部敏锐发现并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育人方
面的积极作用，联合市教育局组
成调研组深入学校、社区调研，
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分析研讨，
决定把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作为推
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
载体和抓手，持之以恒、常抓不
懈。

2004年，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等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市
少年儿童中开展“诵读中华文化
经典”活动的通知》，在全市中小
学校、幼儿园迅速掀起了诵读中
华文化经典的热潮。

为持续提升经典诵读活动的
影响力、扩大经典诵读活动的覆
盖面，我市邀请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诵读推广专家来漯辅导，
在5个诵读示范区、8个诵读示范
学校率先开展诵读活动，在各级
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开
设《中华文化经典诵读》专栏、
专题，在街头巷尾、公共场所设
置经典诵读活动的宣传标语和公
益广告，逐步把经典诵读活动从
校园推向了全社会。

2005年以来，我市先后举办
了 6届“读千古美文 做少年君
子”万名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和20

届“过端午佳节 诵中华经典 做
有德之人”集中诵读活动，还举
办了中小学生古诗文诵读演唱比
赛、党政干部古诗词朗诵表演
会、经典文化进家庭展演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各中小学校、幼儿
园也在校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诵读表演、诵读竞赛活动。

先试点后普及，建设园地，
家校互动，扩大范围……经过长
期的普及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经典诵读活动在全市逐渐为
广大教师、家长和未成年人所接
受，诵读经典之风吹遍城乡。

（下转02版）

经典诵读二十载 书香浸润一座城
——我市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综述

漯河公交：满载幸福向未来

国庆假期，参加研学活动的孩子在许慎文化园参观汉字大道。

03 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红色驿站里，环卫工人纳凉

休息；爱“新”联盟商户，为
快递小哥提供免费饮水、充电
服务；社区共享食堂，群众享
受优惠饭菜……近几年来，源汇
区老街街道以党建为引领，积
极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不断探索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党建工作，完善网格化管理
体 系 ， 创 新 “ 红 色 物 业 ”

“163”工作法，全力打造幸福
社区建设试点，社区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得到持
续增强。2023 年，老街街道新
华街社区成功创建河南省“五
星”支部，滨河春天小区被命
名为河南省“红色物业”示范
小区。2024 年 1 月，老街街道
被命名为漯河市第二批“三结
合”示范乡镇（街道）。

党建统领，激活商
圈发展新动能

白天，老街作为市区繁华的

街区，市场交易繁忙、商铺人
流涌动；夜晚，多条街道的夜
市热闹非凡，市民在这里品尝
老漯河味道、南北美食，夜市
烟火气息浓厚，彰显着城市活
力……

今年4月以来，老街街道按
照“组织联建、机制联创、发
展联促”的思路，成立了老街
商圈联合党委，形成“1+5+
N”的商圈联合党委领导机制，

“1”是老街街道党工委牵总召
集，“5”是5个非公企业党组织

联合共建，“N”是N家单位党
组织共驻共建，进一步提升商
圈的整体治理效能，凝聚共商
老街商圈发展大事、要事、难
事的合力，实现党建工作与商
圈繁荣互促共赢。

在推进商圈党建工作中，老
街街道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整
合企业和商户资源，组建老街

“商圈红色联盟”，探索实施
“四个+”：“学习+”，开展方式
灵 活 的 党 员 教 育 培 训 ；“ 服
务+”，强化党建工作在企业、

商户中的引领作用；“活动+”，
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日常管
理；“商户+”，提升企业、商户
参与度，在经济领域攻坚克难。

老街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鹏
说：“我们通过强化非公经济组
织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商圈党
建聚人心、促发展的作用，推
动商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让老街商圈成为人气旺、活力
足、经济强的市区具有影响力
的商圈。”

（下转02版）

党建引领促发展 老街展现新面貌
万商云集活力涌！
“中国第一展”多项指标创新高

“喜柿”满枝头 采摘乐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