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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图书馆“最美阅读空间”摄影展日前在二楼百姓
艺术馆开展，吸引不少市民在摄影作品前驻足欣赏。此次
展览共展出100组300余张摄影作品，向市民全方位展示
洛阳底蕴深厚的城市气质和翰墨飘香的阅读氛围，展览将
持续到3月初。 （仝景菁 张炜）

■ 近日，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大
二学生何雨婷在2022全国高校大学生“魅力冬奥”冬奥知
识讲解员活动中荣获一等奖。该活动由“魅力冬奥”冬奥
知识讲解员活动组委会主办，以“学习冬奥知识，一起向未
来”为主题，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采取线上参与答题的方
式进行。活动为高校大学生参与冬奥活动提供了平台，旨
在秉承弘扬冬奥精神，传播冬奥知识，助力北京冬奥会。

（吕百营 常书香）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记者昨日获悉，第九届全
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结果日前公布，我
市两家单位上榜。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每两年评选一
次，旨在激励引导更多基层文化单位和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积
极投身基层、服务百姓，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去
年7月起，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
开展第九届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
作。经过严格规范的评选程序，全国共有346家单位上榜。其
中，我市的洛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基层电影服
务先进集体”、洛宁县底张乡中高村农家书屋入选“农家书屋和
基层图书发行单位先进集体”。

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评选结果公布

我市两家单位上榜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王雨 通讯员 李智波）昨日，记者
从河南省陆浑水库管理局获悉，陆浑水库拟于2月24日10时起
开闸放水，用于沿线农田引水灌溉。

“由于近期洛阳、平顶山、郑州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此
次开闸放水主要为农田春灌提供足够水源，助力农业丰收。”河
南省陆浑水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供水持续约25天，
灌渠渠首总引水流量为15至40立方米/秒。水源从陆浑灌区
总干渠渠首闸口流出后，将沿总干渠、西干渠、东一干渠、东二干
渠流至嵩县、汝阳、伊川、伊滨、偃师、巩义、汝州等地，途经灌渠
全长约304公里。

为确保输水安全，该负责人提醒沿线村庄及学校，严禁破坏
渠道护栏及其他水利设施，严禁到渠中游泳、玩水、洗涮、取水，
严禁在渠边、跨渠桥梁上打闹、玩耍，禁止人力车、电动车、机动
车等车辆（特种车除外）使用沿渠道路、生产桥、堤坝、渡槽等工
程通行，遵守防疫措施、减少人员聚集，禁止向渠道倾倒各种杂
物等。

若您发现涉水险情，请致电 0379-110、68491099（总干
渠）、68559007（东一干渠）。

陆浑水库
24日10时起开闸放水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董德营）记者昨日从
市消协获悉，从即日起至3月10日，我市公开征集消费维权志
愿者，进一步壮大消费维权公益力量，切实保护好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

消费维权志愿者年龄要求为18岁至65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消费维权志愿者工作；具备较高的政治
文化素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熟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
规；无社会不良记录，热心社会公益，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自愿、
无偿地参与消协组织开展的消费维权工作；具有较好的组织协
调能力，自觉服从消协组织管理。

按照要求，消费维权志愿者要积极参与消协组织开展的对
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活动，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
行监督、举报；主动加强与受聘消协组织的沟通联系，积极向消
协组织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根据消协组织工作安排，收集或整
理相关消费维权信息和资料，及时向消协组织反馈；应邀参与消
协组织开展的消费教育、消费体验、调查评议、消费争议调解以
及其他社会监督工作。

我市公开征集
消费维权志愿者

“2021年，坚持每天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不倦，连读了《中
国简史》《洛阳历史》等书，撰写读书笔记359篇，有20多万字，
下面颁发2021年度读书奖……”“2022年春节家庭颁奖活动”
是瀍河区文旅局干部毕永民的家风家教“第一课”。

“爸爸今天特地带你来爬山，不仅想带你欣赏美景，更想激
励你成为不畏困难、坚韧勇敢的人。”该区市场监管局党员干部
同孩子一起登高望远，在体验中上好家风家教“第一课”。

瀍河区纪委监委利用新春佳节开展“讲家史、传家训、正家
风、严家规”主题活动，全区各单位党员干部创新形式，和家人共
同上好家风家教“第一课”。

发放家风家训“提醒卡”、签订廉洁过节倡议书，与家人共同
观看反腐视频《零容忍》……该区党员干部开展多种形式的家风
家教“第一课”，汇聚起“讲家史、传家训、正家风、严家规”的强大
合力，使“年年讲家风、岁岁伴清风”的氛围更加浓厚，“好家风·
润瀍河”的金字招牌愈加闪亮。 （王可欣）

上好家风家教“第一课”

“现在正是大棚上海青成熟的季
节，今年又是好收成。”昨日，在偃师区
府店镇新寨村果蔬园，35 岁的贾磊磊
一脸喜悦地打理着大棚内的蔬菜。

记者在现场看到，上海青、辣椒、蒜
苗、生菜等蔬菜长势喜人，把一个个大
棚点缀得绿意盎然。大棚内一派繁忙
的丰收景象，绿油油的青菜被村民小心
翼翼地拔起……

2007 年，贾磊磊与丈夫从信阳农
林学院毕业后，到浙江一家蔬菜种植基
地工作，在那里，他们勤学好问，蔬菜种
植技术不断提升。

“在外闯荡，最惦记的还是家。”贾
磊磊说，2008年，她和丈夫回到家乡发
展，通过养殖积累一定资金后，在政策
支持下，走上了大棚蔬菜种植之路。

经过尝试，贾磊磊看到了种植大
棚番茄的商机。他们扩大种植规模，
将最初的 1 个大棚增加到 10 个。由
于种植时机选得不合适，番茄大棚损
失惨重。上网查找资料、邀请专家解
疑、到外地参观求教……功夫不负有
心人，夫妻俩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
方法。

在贾磊磊看来，家乡的政策支持促
成了他们成就事业。府店镇一方面通
过“访乡贤，叙乡情”活动，让他们感受
到浓浓的关怀；另一方面甘当“店小

二”，为他们量身定制针对性强、含金量
高的帮助措施，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科
技、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越干越
有劲。

“这些蔬菜都是我们的孩子，必须
精心呵护。”贾磊磊说，育苗、施肥、喷
药、授粉、去芽……每一个步骤，她和丈
夫都亲力亲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夫妻俩在大棚里演绎着别样的浪漫。

每到蔬菜育苗、收获时节，一些村
民就当起了临时种苗员、收菜工。“丰
收的季节，我就来棚里帮忙，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正在收菜的一位老人
笑着说。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俩还年轻，
想在技术上再钻一钻。”被问及今后
的发展构想时，贾磊磊笑着说，下一
步他们打算将果蔬园打造成集种植、
采摘、游玩于一体的家庭小农场，为
更多乡亲提供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增
加收入。

从1个试验大棚发展到现在的16
个冷暖大棚，从只种植西红柿到现在
15种瓜果、蔬菜“轮番上阵”，从收入微
薄到现在年收入几十万元……贾磊磊
和丈夫凭借辛勤劳动，在大棚蔬菜铺就
的致富路上越走越稳健。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杨凤轩 见习
记者 梁笑宇 通讯员 石航 王蕾 文/图

贾磊磊:这些蔬菜都是我们的孩子

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
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是党委
政府的工作重点，更是人民群
众的热切期盼。2021年，市委
市政府把办好民生实事与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从全
市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集中力量
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切实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从昨日起，我市举行

“实事惠民生 聚力谋出彩”
2021 年洛阳市重点民生实事
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责
任单位负责同志向社会发布
重点民生实事办理情况并回
答记者提问。本报特开设《实
事惠民生 聚力谋出彩——关
注2021年洛阳市重点民生实
事系列新闻发布会》专栏，为
您详细呈现来自发布会现场
的最新民生资讯。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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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宜阳县白杨镇，镇区
环境整洁，广场、停车场等公共配
套设施齐备，群众乐享集镇建设
提升成果。

目前，洛阳市正加快推进集
镇建设，通过统筹各类城乡资源，
搞好集镇集中居住小区开发，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集镇
治理体系，壮大集镇特色产业，实
现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的良性互
动，把集镇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
生活的重要节点和区域中心，实
现以镇带村、镇村联动，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鲁博 通讯
员 田义伟 摄

推进集镇建设提升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
众的小康生活更可持续、更加红火，是
建设更高品质的幸福洛阳的底线任
务。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市委、市
政府把“巩固脱贫成果”置于2021年重
点民生实事清单之首，坚决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昨日，在首场“实事惠民生 聚力谋

出彩”2021 年洛阳市重点民生实事新
闻发布会上，市乡村振兴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商务局等单位向社会发布了过
去一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务实
举措和主要成效。

●落实“四个不摘”
把坚守防止返贫底线纳入乡村振

兴“151”工作举措，保持主要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先后出台教育、民政、医疗等
配套政策文件30余个，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
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帮扶、定

点帮扶、城市区结对帮扶、校地结对帮
扶等制度，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全市如期完成940个
驻村工作队、2891名驻村队员的轮换，
进一步充实帮扶队伍。

全面保障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市级财政安排衔接资金3.55
亿元，6个脱贫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20.72亿元，精准实施项目2054个，
以真金白银的投入保障成果巩固。

●动态监测帮扶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长

效机制，开发“洛阳智慧乡村系统”，因
户因人落实精准帮扶措施。持续为低
收入人群和因学、因病、因灾、因意外事
故等造成支出骤增人群购买“精准防贫
保险”。发挥村集体经济作用，开展村
内紧急互助或临时救助。2021 年，全
市1.39万户监测对象实现帮扶措施全
覆盖。

●强化就业保障
务工增收是脱贫群众收入的主要

来源。2021 年，全市脱贫人口和监测
对象实现务工就业22.8万人。在转移
就业方面，加强实用技能培训，优化就
业结构，采取点对点、组团式的输出方
式，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在就近
就业方面，动员和支持帮带企业、扶贫
车间等，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
就业，因地制宜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安排
灾后重建项目，落实好护林员、护路员、
清洁员等公益性岗位政策，开发公益性
岗位6.24万个。

●加强产业扶持
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治本之策，投

入衔接资金11.94亿元实施产业帮扶类
项目855个，财政衔接资金投入产业项
目占比达到66.4%。全市新增小额信贷
6.23亿元，惠及群众16932户，脱贫人口
和监测对象累计贷款金额27.85亿元。

坚持以乡贤返乡创业为抓手发展
乡村产业，支持脱贫地区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支持有条件的县创建现代农
业产业园，积极开展农产品消费扶贫，
着力调优产业结构、调长产业链条、调
大产业规模。全市特色乡村产业累计
带动31.2万名群众增收。

深入开展电商（淘宝）示范村（镇）
创建，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培育“直播经
济”，全市累计打造县级电商运营服务
中心 9 个、乡镇服务站 105 个、村级电
商服务网点 1323 个，从事农村电商的
企业2600余家，初步构建了覆盖乡村
的电商服务网络。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洛阳加快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的关键一年。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我市将继续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要求，抓好国家、省后评估发现
问题整改提升，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
障”和安全饮水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和新的致贫，让乡亲们的收入越
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

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2021年洛阳市重点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市1.39万户监测对象实现帮扶措施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