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16日 星期四编辑：王子君 校对：江涛 组版：徐凌凌
洛阳·社会 05

开
栏
语

昨日，记者从“出彩河南人”2022
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组委
会获悉，2022 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候选
人（集体）已经产生。候选个人名单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
古工作队高级技师王丛苗、洛阳市消防
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消防装备技师

李闯、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刑事侦查
大队民警韩作君入选。

“出彩河南人”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宣
传推介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
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日报社联合主
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具体承
办。活动旨在深入挖掘各行各业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树立一批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榜样，推动全社会
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凝
聚“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磅礴力量。

截至 2023 年 1 月上旬，此次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有效推荐材料
140 份。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

求，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从中推选
出了 20 名候选个人和 2 个候选集体。
从即日起至2月19日20时，可登录“大
象新闻”客户端为他们点赞，选出您心
目中的“出彩河南人”2022感动中原年
度人物。
洛报融媒记者 仝景菁 通讯员 王倩

我市3人入选“出彩河南人”2022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

昨日，在孟津区送庄镇洛阳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袖珍西瓜培育基地，瓜农正
在培育西瓜苗。

该公司依托河南省西瓜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采取分期育苗、分
期上市的方法，将袖珍西瓜的成熟期提前到4月并延长到6月。该公司通过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带动当地群众发展大棚袖珍西瓜3000余亩，小西瓜已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大产业。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郑占波 宋艳红 摄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陈正国）日
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了2022年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评定结果，全省共有34家单位入选，我市的王城公园和隋
唐城遗址植物园榜上有名。

河南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评选旨在发挥文明旅游示范
单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旅游服务单位按照文明旅游示
范单位创建标准，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入选单位将充分
发挥景区示范带动作用，着力在文明旅游环境建设等方面当
表率、立标杆。在去年公布的首批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中，
我市的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和中国国花园成功入选。

近年来，我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过程中，始终将
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开展主题宣传、专项引
导、志愿服务等方式，推动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为游客
提供安全、文明、便利的旅游环境。

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名单公示

我市两家单位入选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郑琛）昨日，
2023年度全市司法行政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透露，我市今年将打造更多为民、利民、便民法律
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据悉，我市将健全市县乡三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体系，
充分发挥各级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作用，实现市
级、县级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公职律师覆盖率分别
达到60%、40%，助力我市产业发展、城市提质、乡村振兴；
年底前全面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优化包容审慎、稳商
助企的依法行政环境，推行涉企柔性执法、轻微违法免罚，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常态化
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持续推进“千所联千企”“化项目纠
纷、促企业发展”等活动，全年帮助60家以上企业防范化解
法律风险；组建法律顾问服务团，为招商引资、风口产业发
展等重大事项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同时，我市将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按照“普惠
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要求，加快整合律师、公证、仲
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进一步
完善服务网络、强化服务功能，努力实现县级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达标率100%。同时，深化法律
援助，实现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6月底前在
伊滨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法律援助窗口；加强律师、公证、
仲裁、司法鉴定法律服务利企便民，积极推进“互联网+公
证”，实现“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范围扩大至120项，推行
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便民服务措施，开展“送法
进企、流动仲裁”活动，更好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

今年将打造更多为民、利民、便民法律服务项目

健全法律顾问制度体系
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 15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地名管理，贯彻落实新的《地名管理条例》，市民政
局已按规定将住宅区、楼宇的命名及更名权限移交至
我市住建部门。以后，我市住宅区、楼宇的命名更名由
住建部门负责审批，相关业务可在市民之家1楼B区
02号窗口办理，联系电话：0379-63363961。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
例》，对地名管理的对象进行了清晰界定，对住宅区、楼
宇的命名、更名进行了再规范，规定“由直辖市、市、县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征求同级人民政府
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批准”。（余子愚 关汶江）

当前，我省正在实施绿色出行“护航工程”，加紧建设高
速服务区充电站，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高速服务区充电桩
全覆盖。记者14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目前我市已通车
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共有13个，截至2022年年底，已有
10个服务区（停车区）建成并投用充电桩74个，其他3个高
速服务区正在加紧建设充电桩。

我市已建成并投用充电桩的10个服务区（停车区）分
别是：连霍高速洛阳服务区，洛卢高速韩城服务区、故县服
务区，洛栾高速陆浑服务区、旧县服务区，二广高速龙门服
务区、汝阳北停车区、汝阳服务区，济洛高速孟津西服务区，
尧栾高速白云山服务区。渑淅高速洛宁北服务区，新伊高
速伊川服务区、宜阳北服务区于去年年底开通运营，目前正
在加紧建设充电桩，预计今年年底前共建成投用24个。这
3个服务区充电桩建成投用后，全市高速服务区将实现充
电桩全覆盖。

另外，市交通运输局透露，预计在今年3月底前，洛卢
高速故县服务区、洛栾高速陆浑服务区、尧栾高速白云山服
务区也将新增加24个充电桩。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通讯员 吴伟

预计年底前洛阳高速服务区
实现充电桩全覆盖

二广高速汝阳北停车区充电桩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摄

“农家餐馆下月初正式开张，院里
要拾掇的地方还不少！”昨日一早，伊滨
区李村镇耿沟社区居民范勇为就忙碌
起来，粉刷墙壁、种绿植，桩桩件件事儿
他都要亲自把关。

48岁的范勇为从事厨师行当近30
年，凭着好手艺走南闯北，在不少大饭
店当过大厨。今年，他打算自己当老
板，促使他下定决心创业的，是春节期
间社区组织的一场座谈会。

地处万安山半山腰的耿沟社区是
远近闻名的“大厨村”，从 20 世纪 80 年
代至今，这里陆续走出一大批厨师，遍
布全国各地。目前，村里在省内外工作
的大厨有近百名。新春伊始，趁着大厨
们返乡过年，耿沟社区党支部邀请老中
青三代大厨齐聚一堂，为“大厨村”未来
的发展出谋划策。

“今年文旅市场全面复苏，社区紧
靠万安山这么好的资源，又有这么多
厨艺好的人才，发展特色餐饮准没错”

“先做几家试试，然后以点带面打造品
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结合自
己在外工作看到的好做法、新形式，一
笔一画勾画着家乡的未来。说干就

干，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并征求居民
意见后，耿沟社区打算首批打造 5 家
特色农家餐馆，并给予餐具、桌椅等硬
件支持。

范勇为第一个报了名，说：“开家
店，带着村里的厨师一起干！”面食是范
勇为擅长的领域，他初步计划从红薯
面、手工花馍入手，配合特色农家小炒，
用原生态农家饭带火附近村庄“田地里
的食材”。“农家饭里藏着不少人记忆中
的美味,还有能触动人心的淡淡乡愁。”
范勇为说，万安山一年四季游客不断，
他有信心把饭菜做出名堂。

耿沟社区 党 支 部 书 记 范 伟 峰 介
绍，这两年，随着伊滨区人气持续上
升，耿沟社区外出务工的大厨少了，留
在家乡的创业者逐渐增加。36 岁的杨
园园是该社区青年大厨的代表，他敢
想敢干，看好伊滨区的餐饮市场，从天
津返回家乡打造了自己的“阿园撸串

基地”。如今，它凭借菜式新颖、口味
独特，已成为“吃货”喜爱的“网红店
铺”。“做厨师是父辈留给我们的谋生
之道。”杨园园说，如今消费市场和以
前大不相同，年轻人追求新潮要“吃出
花样”，因此，他常常外出学习，力争新
产品不断档。

“时代在进步，要把‘耿沟大厨’的
品牌擦得更亮，离不开敢闯敢试的年轻
人。”年近60岁的吴德宪在耿沟社区带
出六七十名徒弟，在他看来，传统的“传
帮带”固然重要，新时代的大厨也不能
少了系统的职业技能学习。目前，耿沟
社区的培训中心已进入筹建阶段，从今
年 3 月开始，该社区将与洛阳职业技术
学院开展合作，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厨师
技能培训。

“培训完通过考核，就能拿到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将来，咱耿沟的大厨级
别将越来越高！”范伟峰说，该社区还在
筹办社区厨艺大赛和创新菜品品鉴会，
让“耿沟大厨”的招牌更加响亮，为群众
就业致富铺就坦途。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张若
含 李波

“大厨村”里新滋味

“虽然退休了，但‘考古大学’不断
丰富着我的生活，我对二里头的研究
和热爱永远都不会消失。”昨日，得知
入选2022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候选人，
正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现场忙碌的
王丛苗说。

60岁的王丛苗是生土长的偃师区
二里头村村民，婚后生活在四角楼村，
而二里头遗址地处二里头、圪当头、四
角楼 3 个自然村。在二里头遗址上生
活了60年的王丛苗，把其中40年都献
给了考古工作。

1983 年 10 月被招进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
王丛苗主要负责考古绘图、田野发掘、
钻探和室内整理工作。虽然身为女
性，但在钻探工作中，王丛苗和男探工
一样，拿起 2.5 米至 2.8 米长的洛阳铲
就“噌噌噌”往下挖，手磨破，肩累酸，
她也从不叫苦叫累。

从事考古工作以来，王丛苗参与
发掘的遗迹有数百处，她精心钻研绘
图技术，掌握了一套绘制复杂文物的

高超技法，发表考古绘图 1.6 万多幅，
获评社科院考古所考古高级技师。

在 2014 年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
《二里头（1999—2006）》中，王丛苗担
负了其中数千张文物图片的绘制工
作，这部报告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入选当年的
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作为享誉国内外、在中国古代文

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都邑发掘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
里头工作队经常接待来宾。具有丰富
工作经验又善于学习的王丛苗，逐步
掌握了讲解的技巧，经常为来宾答疑
解惑，由于语言生动，她被誉为“考古
队的金牌讲解员”。

自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开馆以来，王丛苗主动担任博物馆义

务讲解员，不定期为游客推广考古知
识，将二里头文化陶器分期、贵族墓葬
和宫殿区发掘经历等内容娓娓道来。

除了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王
丛苗还参与过洛阳盆地区域系统调
查，以及北京、银川、新疆、西安、镇江、
南阳和南水北调工程郑州站马屯等地
的考古发掘和绘图工作，她的故事多
次被中央、地市媒体报道。

2018 年，当选河南省人大代表的
王丛苗参加了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省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成绩和部署2018
年重点工作时，两次提及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让她这个和二里头遗址打了
大半辈子交道的考古技师满心激动。

2023 年，当选河南省第十四届人
大代表的王丛苗，开始利用工作之余
主动学习更便捷高效的 AI 和 PS 软件
绘图方法。始终对考古尤其是文物绘
图充满热情、乐此不疲，就是她工作的
真实写照。

洛报融媒记者 仝景菁 通讯员
王倩

考古高级技师王丛苗：

40年坚守绘出“最早的中国”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
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
干。”日前召开的全市 2022 年
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再次发
出激发全市上下“敢为、敢闯、
敢干、敢首创”活力的召唤，会
场上如潮的掌声，是一座城对
实干者的尊崇与渴求。今起，
本报推出《实干追梦赢未来 星
火汇炬助辉煌》专栏，聚焦全市
广大群众将创新创业的智慧转
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的生
动案例，凝聚在创新创业中共
赢未来的广泛共识，让肯拼搏
肯奋斗的人生更出彩，为现代
化洛阳建设汇聚不竭动力。敬
请关注。

人勤春来早 管护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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