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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创建办、市文明办联合洛阳网组织开展的洛阳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文明应知应会”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进
行，截至目前，已吸引超74万人次在线参与。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活动旨在助力广大市民
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围绕“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目标，
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塑造城市精神，展现文
明风采。

据介绍，县区积极性排名最靠前的为涧西区，单位完成
度最高的为市教育局，街道（镇）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新安县
城关镇，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在我市学校中对本次活动最
为支持。

接下来，市创建办将每周对“文明洛阳”和“洛阳发布”
平台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分析各城区、各单位开展活
动情况并进行全市通报。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陈志强

“文明应知应会”主题宣传活动
已吸引超74万人次参与

“华豫酒客相约 孝贤文明传承”2022年度洛阳市孝老
爱亲主题摄影作品（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记者从市文明
办获悉，自活动启动以来，广大市民及网友踊跃参与，其中
不乏来自我市多所中小学校的青少年。

该大赛由市文明办、市创建办、洛阳日报社、涧西区委
宣传部、洛阳华豫酒客酒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来自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的李泽艺以主题短视频《百
善孝为先》参赛。视频中，他向奶奶敬茶，把自己对孝道的
理解融入生活。李泽艺说，“孝”字由上面一个“老”字、下面
一个“子”字组成，体现的就是长幼次序。“孝”字最基本的寓
意是，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上面为孩子遮风挡雨；孩子长
大了，父母老了，孩子在下面背着父母。这是一种礼节，更
是直观的孝行。

和李泽艺一样，耿龙城也是该校学生。在参赛视频
《我和奶奶》中，他用镜头记录了重阳节当天，他端茶倒
水、准备饭菜、陪奶奶聊天，给予奶奶暖心陪伴的过程。
在他看来，孝老爱亲就是多做让老人开心的事，哪怕这些
事都是小事。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陈志强

我市青少年
踊跃为孝老爱亲文明风潮“代言”

■25日，卓众众创公司暨青创U家项目组向涧西
区周山路街道捐赠方便面、矿泉水、面包、水果等110
件爱心物资，总价值8000多元，慰问一线抗疫工作人
员，助力基层防疫。

■26日，河南钢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携部分职工
向伊滨区庞村镇多个社区疫情防控卡点捐赠了一批爱
心物资，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整理

“石楬上的‘行清’一词怎么理解？一般认为这个词跟
上厕所有关系……”昨日下午，一场主题为“曹魏风物——
洛阳西朱村一号墓石碣名物考释”的在线直播吸引了众多
网友观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咸秋作为主讲
人，用幽默的语言解读了石碣上晦涩艰深的文言词汇，为观
众展示了一份通俗易懂的曹魏贵族墓葬随葬品“清单”。

王咸秋生于1981年，山东济宁人，2003年从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毕业后来到洛阳，至今一直从事田野考古工
作。作为一名“80后”青年考古人，王咸秋已是中国考古界

“奥斯卡”的常客。他参与的河南洛阳偃师东汉帝陵与邙山
陵墓群、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
古调查与发掘，分别获得2007年度、2013年度、2017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
“工作头3年，我被安排参与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

测工作。”王咸秋说，当时的他对邙山陵墓群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认为这项工作枯燥又不出成绩。然而，正是这3年的

“枯燥工作”，王咸秋和同事用脚步丈量了邙山陵墓群95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调查了古墓冢、古墓葬1175座，为进一
步开展邙山陵墓群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他
之后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近10年，王咸秋一直在开展东汉帝陵考古工作，随
着发掘与研究的深入，东汉帝陵的陵寝制度和陵园布局越
来越清晰。在王咸秋看来，一座帝王陵园的历史文化内涵
远比一般的墓葬丰富。“未来，我希望能对洛阳各时期的陵
寝开展更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挖掘河洛文化、填补洛阳陵寝
考古空白具有重要意义。”王咸秋说。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用脚步丈量邙山陵墓群
致力于帝陵考古工作

王咸秋：

我市机关志愿者
积极助力社区防疫

“大家好，我是市科技局的工
作人员，我申请参与社区防疫志愿
服务。”近日，在所在社区的微信
群里，市科技局党员李铭主动亮
明身份，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志
愿者。

李铭的妻子是一名医护人员，
连日来一直奋战在防疫一线。“我
是医护人员家属、机关单位党员，
于情于理都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
来做点儿事情。”说起自己申请加
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初衷，李铭
这样说道。

李铭只是我市机关事业单位
公职人员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一
个缩影。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连日
来，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下沉一线，
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志愿者”的号
召，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就地转
化为居住地社区党员志愿者，参与
疫情防控信息采集、物资配送、宣
传引导等工作。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期，我市 357 个机关单位的公职人
员积极下沉疫情防控一线，就地

“双报到”转为社区志愿者，主动请
领任务，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并
肩作战，全力以赴筑牢疫情防控堡
垒，彰显了志愿服务精神。接下
来，这些志愿者还将在更多方面发
挥应有的作用。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董玉婕 刘欢欢 文/图

志愿服务，让文明之光更加闪耀
洛阳，一座因爱而温暖的城

市。截至27日下午，根据市文明
办志愿服务信息后台的数据，近半
个月来，我市实名认证志愿者人数
持续增长，目前该数字已达119.9
万，较半个月前增加约8000人。

在这一数字的背后，不可忽视
的是社区居民、商户、大学生、救
援队队员等不断加入基层防疫队
伍的志愿者，用行动展现“河洛志
愿者”力量……

彰显大爱
各方力量源源不断注入“志愿红”

“平时大伙儿照顾我生意，现在能当
志愿者为大家做点儿事，我挺高兴的。”
20日下午，涧西区武汉路社区辖区商户
梁一辽，穿上红马甲走上志愿者岗位。
和他一同加入社区志愿者行列的，还有
辖区另外4名商户，“我们商户也是社区
人，希望为基层防疫出点力”。

“以往基层志愿者多为社区居民，此
次我们有了别样的感动。”武汉路社区相
关负责人说，梁一辽带头组建了社区商
户志愿服务队，在辖区商户中树立了标
杆，直到现在，社区还不断收到商户递交
的志愿服务申请书，“许多商户并不是我
们社区的居民，但他们早已把这里当成
了自己的家”。

“我年轻，学东西快，体力也好，信息
采集任务请放心交给我。”差不多同一时
间，家在洛龙区英才社区的大二学生黄
梦瑶，通过线上志愿者报名平台向所在
社区递交了志愿服务申请书。谈起参与
志愿服务的初衷，她说：“我想趁着学校
放假在家，多为家乡做点儿事。”

英才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社区
向辖区居民发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邀请
后，许多大学生踊跃参与，这让他们感受
到了“青春红”的力量。

爱心汇聚
暖流在志愿服务队伍中涌动

自18日起，涧西区红十字会蚂蚁救
援队的队员们，隔三岔五就会来到甘泉
河高速口、伊阙高速口等多个高速公路
收费口执行公益消杀任务。

为最大限度守好城市的第一道“安
全屏障”，蚂蚁救援队的队员们将公益消
杀作为救援队的常态化工作，除了高速

公路收费口，他们还对我市数十所中小
学校进行了全面防疫消杀，持续保障公
共卫生安全。

也差不多从那时开始，每天都有数
十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被送到这些高速
公路收费口，为在那里坚守的蚂蚁救援
队等志愿者团队送去暖心慰藉。据了
解，这些爱心餐多为涧西区爱心粥志愿
服务中心等组织的志愿者亲手制作。

“他们是一线志愿者，我们要在后方
把后勤工作做好。”涧西区爱心粥志愿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在困难面前，志愿
者们就该拧成一股绳，“我们后勤志愿者
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给前线最大
的支持”。

捐赠防疫物资、饮用水、方便面……
除了后勤志愿者，各类爱心企业也自发
集结成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方式身体
力行地支持防疫工作。

积善成德
志愿服务精神成社会新风尚

“我今年76岁了，年纪有点儿大，不

过我身体不错，也想为大伙儿做点儿
事。”“我是一名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我
会熟练地使用电脑，可以给我安排一些
信息录入的志愿服务工作。”……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
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近年来，随
着“志愿服务”4 个字日益深入人心，我
市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领
域不断拓展，志愿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用爱汇聚成暖阳，照
耀河洛大地。

“越是特殊时期，越能感受到志愿服
务队伍的力量。”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截至目前，我市拥有志愿服务组织
2485 个，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伍 3096
支，实名注册志愿者119.9万人，志愿服
务项目达2356个，“近段时间志愿者人数
持续增长，彰显了我市志愿者的担当”。

积善成德，明德惟馨。志愿服务队
伍的壮大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成为社会新风尚，让文明
之光更加闪耀。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董
玉婕 文/图

26 日上午，在西工区西工街道多个核酸采样
点，志愿者引导居民保持安全距离，维持现场秩序，
助力核酸检测工作。同时，志愿者们还向群众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提醒大家增强防护意识，做好防护措
施，以点滴“小行动”汇聚成疫情防控“大力量”。

洛报融媒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张维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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