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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 我市下拨首批专项补助经费6万元，用于开展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确保防灾减灾工作有阵
地、有设施、有图像、有文字，不断增强社区防灾减灾能
力，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增强城乡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和避
灾自救能力。截至目前，我市共有8个社区被评为“全国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按照规划，年底将新增2至3个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李冰 高燕福）

今年3月，伊川县出台《农村（社区）业余文艺团体管理及
演出补助办法》，该县已登记备案的59个民间文艺团体，凡进
行文艺演出的，都可申领500元至5000元补助金。这一补助
办法，意在鼓励民间文艺团体积极开展活动，用民间文化凝聚
农村群众，确保每个村的村民每年能够看 3 次以上文艺演
出。（详见3日本报04版报道）

让农村的“文化乡愁”有所依凭，使农村的文化生活丰盈
起来，是当下很多农村地区所急需的。

如今的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不同程度提高了，精神文
化生活却仍显单调。过去很多村里有秧歌队，逢年过节看
戏、闹社火很热闹，如今都没了。不少村民说：“生活富了，
日子却空落了，总守着电视看也不是事儿……”农忙时辛
苦劳作，但到了农闲，打牌、打麻将甚至赌博成了很多人的
消遣。

日渐凋零的传统农村文化，不但面临“荒漠化”窘境，也成
了城镇化建设的“短板”。究其原因，不外乎年轻人大量外出
务工，农村文化失去中坚力量；文化设施基础薄弱，没有好的
文化产品；没钱办事使文化建设动力不足。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极大地
鼓舞了城乡居民和文化工作者。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
补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短板，这就要求政府舍得投
入，并出台管用的措施。

伊川县拿出钱来鼓励民间文艺团体为民演出，就是很好
的探索，可谓立竿见影。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流传于当地的
民间舞蹈“跑阵”作为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30年没进
行过表演，自从“俺们去演出，政府给补助”后，当地威武龙鼓
艺术团“跑阵”更有劲儿了，他们说“要好好利用补助金，把节
目再排排，把它传承下去”。

政府应是“文化乡愁”的呵护者。事实上，传统文化在农
村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旺盛的生命力。为“文化乡愁”注入源头
活水，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团体的作用，多生产农民看得懂、用
得上的文化产品，让农民自主参与到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
就能让文化的火种传承下去，永不熄灭。

让“文化乡愁”有所依
万 一

“你找袁师傅？他是个热心人！”近
日，当记者在西工区洛玻社区路桥公司
家属院打听袁国祥老人时，社区居民热
情地介绍。袁国祥是小区的名人，在退
休后的34年里，他坚持义务打扫庭院，
热衷于社区的大事小事，为居民做了大
量好事、实事。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袁国祥老人家
时，他刚进门不久。“刚去协调退休职工
大额医保的事，下午还得去。”眼前这位
84岁老人脸上淌着汗珠，自1980年退
休后，他就在唐宫路办事处发挥余热。

袁国祥的女儿袁巧英说，扫地、拔
草、浇花，父亲干得比谁都认真。此外，
他还热衷处理社区的大事小事，“路灯
不亮了、下岗失业了、暖气漏水了……
居民们首先想到他”。

2011年，小区3号楼前空着的黄土
地成为袁国祥的“心病”。“杂草丛生，夏
天滋生大量蚊虫。”袁国祥说，为了硬化
这块儿地，他经常骑三轮车到附近工地
捡废砖。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居民也加

入其中……一年四季，老人的声音时时
在社区响起：“小朋友，不能乱丢垃圾
啊，要爱护环境。”“老年乘车证该换了，
别耽误。”……居民们称袁国祥是“爱管

闲事的老袁头”。“我们能用上天然气也
是袁师傅的功劳！”社区居民任先生说，
2010年，为了让大家用上天然气，袁师
傅主动牵头与燃气公司联系，楼上楼下

不知跑了多少趟，逐户做工作。4个多
月后，社区168户居民用上天然气。

30多年来，袁国祥做了大量维护居
民利益的好事、实事，从不计较名利和
个人得失，他德高望重成了居民们的主
心骨。

去年冬天，4号楼的王老伯因家庭
矛盾，晚上11点多离家出走，家人怎么
也劝不回，只好求助袁国祥。他二话没
说，披上衣服出门，耐心地开导王老伯。
在他的劝说下，老人终于打开心结……

“老爹年轻时腰部受过伤，现在都
84岁了，我们心疼他。”女儿袁巧英说。

“为大家做点事，不算什么，我越干
越高兴。”袁国祥乐呵呵地说。

本报见习记者 李冰
通讯员 黄雅楠 文/图

八旬老人热心肠 社区里的主心骨

本报讯（记者 赵佳）云南鲁甸地震
发生后，我市神鹰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
灾区。昨日下午，记者联系上正在灾区
救援的队员，他们正全力挖掘被掩埋群
众。

3日22时许，地震发生后不久，神鹰
救援队新安中队9名队员作为我市首批
救援队员于次日18时到达灾区；4日，第
二批共17名救援队员、第三批6名队员
也陆续赶赴灾区。第二批救援队员于5
日11时50分到达龙头山镇。

“受地震、泥石流等影响，通往灾区
的道路损毁严重，车辆只能单向通行。
截至5日15时，第一批9人及第二批中
的 12 人已陆续进入龙头山镇受灾比较
严重的村庄展开救援。”市神鹰救援队教
导员林胜利说。

5 日一大早，首批救援队员接到龙

头山镇龙泉村村民求助：其怀有身孕的
妻子被埋在房屋废墟中。队员们随即展
开救援，由于当地下着小雨、道路受损严
重，机械设备无法及时到位，救援队员们
只能徒手挖掘。

“当地倒塌房屋多是土坯建构，倒
塌后废墟压得很实，只能一点点挖掘搜
寻被埋者。”一名搜救队员说，6 个多小
时后，这名孕妇被挖出，但已无生命迹
象。

截至昨日发稿时，龙头山镇沙坝村
通往重灾区的道路已被泥石流、山石等
阻断，第二批剩余5名搜救队员正在当
地救灾指挥人员统一调度下，寻找另一
条通往重灾区的道路。第三批搜救队员
正全力赶赴灾区。

21名洛阳救援人员抵震中展开救援

昨日上午，102岁的刘清汝老人骑
三轮车从陵园路来到市红十字会。老
人用颤抖的手从挎包里拿出 1000 元
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云南鲁甸地震的
消息后，很担心受灾群众。虽然我退休
金不高，但我想做点善事。”

刘清汝的小儿子刘继直介绍，老人
是个热心肠，只要听说哪里受灾都会第
一时间捐款。2004年印尼海啸、2007
年信阳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青海玉
树地震，刘清汝都有捐款。同时，老人
还多次为希望工程等捐款。刘继直说，

多年来不知父亲捐了多少钱，仅保留的
40多张捐款单上的数额加起来就有2
万多元。

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郑瑞生说，刘清
汝的善款是我市收到的第一笔为鲁甸
灾区的捐款，呼吁各界踊跃献爱心。此
外，根据前方救援队反馈的信息，目前
灾区所需物资为饮用水、帐篷、彩条布、
毛巾被、拖鞋、雨衣、手电筒、毛巾、碗、
食品、药品（云南白药、纱布、绷带、碘
酒、花露水）、衣物（新）等。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李战功

市红十字会呼吁各界踊跃献爱心

百岁老人捐千元 系我市首笔鲁甸灾区捐款

喜！专业合作社助农民增收
近日，在洛阳市高新区兴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葡萄园里，

员工们正在对葡萄进行后期管理。
该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位于辛店镇延秋村，主要从事

葡萄种植、销售和技术推广，目前已种植葡萄500多亩，林地
兼种牡丹200多亩。眼下，成片葡萄长势良好，预计今年平均
亩产2000公斤。

记者 潘郁 特约记者 王思臣 摄

昨日，中石化洛阳分公司第 14 加
油站的工作人员边加油边介绍：“通过
油气回收治理可减少汽油挥发，站在加
油站里几乎闻不到汽油味。”该加油站
日前安装了油气回收装置，预计 11 月
投用。今年年底，我市各县（市）区及境
内高速公路服务区汽油加油站将完成

设备改造，告别油气挥发，减少空气污
染。

控制PM2.5产生
“PM2.5浓度异常是造成灰霾的重

要原因，油气污染物主要由碳氢等挥发
性有机物组成，多数致癌，并在空气中
会转化生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说。一旦油气达到
一定浓度，遇火易爆炸，因此治理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十分必要。

近日出台的《洛阳市 2014 年油气
回收治理实施方案》规定，我市对加油
站、汽油储油库、汽油油罐车等安装油
气回收设施，确保油气排放达标，从源
头上控制PM2.5的产生。目前，中石化
洛阳分公司已有13家加油站完成设备
安装并陆续投用。

三步完成油气回收
油气怎样产生？中石化洛阳分公

司第 14 加油站相关工作人员称，油气
挥发多发生在汽油的储存、运输、加油、
卸油等环节，受温度和气压等因素影
响，液态汽油易蒸发。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腾
学宝介绍，加油站油气污染回收治理主
要采用“三步走”流程。

第一步：油罐车在油站卸油时，挥
发的油气将被回收到油罐车里。第二
步：车辆加油时，油箱中产生的油气经
密闭方式进入油气回收系统，暂存在
地下油罐中。第三步：当油罐车前来
卸油时，地下油罐中的油气将进入油
罐车，这些油气经专业设备冷凝后变
成液态油。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把加油枪上
多了个黑色“吸盘”。改装后的加油枪
工作时，“吸盘”牢牢地把住加油口，防
止了汽油喷溅，油气在真空泵作用下，
经密闭方式进入地下油罐系统。“经过
有效回收治理，加油站里的汽油味明显

变淡，不但能够减少对加油员的健康危
害，而且还能提高油站的安全性。”

“时间表”出台
“通常 1 升汽油能回收１升油气，

减少污染，变废为宝。”腾学宝称，在油
气回收装置安装完成后，还将安装其他
装置，将回收的油气液化，油气利用率
在85%至98%。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相关企业正进行油气回收改造，预计到
10 月底，全市 7 座汽油储油库、207 辆
汽油油罐车安装油气回收设施，完成油
气回收处理；12月底，城市区、县城区和
我市境内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的 175 家
汽油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设施，完成油
气回收治理。届时，市环保局将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对其进行环保
达标排放验收，确保在今年年底全面完
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王小留 文/图

1升汽油可回收１升油气，我市正强力推进油气回收工作——

三步走，油气变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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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示范区
提升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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