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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天蒙蒙
亮，西工区盛世唐庄社区门口的便民
菜店就打开了卷帘门。小店不大，菜
品很全，早起的老年人陆续进店，挑选
新鲜的蔬菜。

“张师傅的菜，新鲜又便宜，平时
都来他这儿买。”“一步路就到，缺啥买
啥，有时一天来两三趟。”提及张师傅
的菜店，老人们赞不绝口。

“多亏社区照顾，才有了这间门面
房，否则还要摆地摊，风里来雨里去。”
张师傅摆摊卖菜十几年了。前不久，
在社区帮助下，他终于有了落脚的地
方。“社区对咱好，咱也对群众好，菜要
鲜一点，价要低一点，服务要好一点。”
张师傅感激地说道。

一个菜店、一个社区，彼此照亮，
相互成全。这背后是盛世唐庄社区强
化党建引领，创新“微自治”、激活“大
治理”的生动缩影。

盛世唐庄社区旁边有一片闲置空
地。早年间，初到城里谋生的张师傅
租住在附近摆摊卖菜，而在这一片经
营的流动商贩也有不少。多年过去，
张师傅诚信经营，和居民成了熟人。
然而，由于缺乏改造资金，这片空地的
环境与社区形象显得格格不入。

“一边是群众改善周边环境的强
烈诉求，一边要兼顾居民生活和商贩
利益，怎么办？我们一度也陷入两难

境地。”社区党支部书记冀金璐坦言。
去年，社区党支部牵头，居民集思广
益，确定了“市场化+公益化”的改造模
式，让问题迎刃而解。

“社区无偿提供空间，吸引社会资
本建设装配式简易门面房，并以低于
市场价的租金，出租给群众满意的商
贩和社区困难群众经营，而商户经营
要让利于民、服务群众。”冀金璐说。

没过多久，社区空地上建起了7间
门面房，承租给4个商户。其中，有群
众满意的菜贩张师傅，也有社区的困难
群众。在业态选择上，社区也充分吸纳
群众意见，设置了蔬菜店、水果店、熟食

店、便利店，既没有重样，利于商贩经
营，又方便群众生活，可谓一举多得。

“社区虽小，但包罗民生万象，连
着千家万户，说到底是人和人、心与心
的问题。”冀金璐深有体会，“只要把党
心和民心连在一起，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前不久，社区一栋单元楼的电梯
因超期服役故障频出，居民苦不堪
言。然而，对动用房屋维修基金开展
电梯维保的方案，居民、物业双方各执
一词，陷入僵局。

“电梯维修延迟一天，群众怨气就
增加一分。”冀金璐说。社区党支部以

网格为基础，逐户走访、解开心结，最
终让社区党支部、党员代表、居民代
表、物业四方“坐到了一张桌前”。

“群众的事儿，群众商量着办。只
要能坐下来谈，事儿就成了一大半。”
冀金璐说。很快，在社区党支部牵线
搭桥下，该栋楼的业主同第三方电梯
维保企业签订合同，以较低成本实现
了电梯“满血复活”。

再比如，前段时间，一栋居民楼里
时常半夜传来咚咚咚的声音，严重影响
居民休息。大家相互猜疑，多次报警，
伤了和气，也没有找到噪声的源头。

“邻里有矛盾，针尖对麦芒解决不
了问题，有时更需要讲求群众工作的
方法和智慧。”冀金璐和社区党支部的
同志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焦点不再对
准“到底谁家发出的声音”，而是提议
楼栋居民齐聚一堂，讲明噪声扰民的
危害和邻里和谐的宝贵。最终，大家
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社区也再
没有收到关于噪声的投诉。

“基层治理从来都不是‘独角戏’，
而是党组织引领下的‘大合唱’。”冀金
璐感慨，社区将继续走好“党建+自治”
治理之路，推动党组织的“神经末梢”
和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互融共促，
用心做好每件事，用情对待每个人，让
基层社区和美善治、幸福“满格”。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 文/图

善治有方 幸福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连日来，我市各级关工
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共同
迎接春节到来。

新安县关工委组织“五老”书法爱好者，走进铁门镇养老
公寓开展义写春联活动。洛龙区天元社区关工委组织社区书
法爱好者为辖区居民义写春联。涧西区长安路街道青岛路一
社区关工委开展拓印主题活动，通过上纸、敲打、上墨等过程，
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拓印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西工
区光明社区关工委举办剪纸活动，指导社区群众剪窗花、迎新
春。伊川县老年大学关工委举办迎新春联欢会，自编自演旗
袍秀、舞蹈、小品、萨克斯齐奏等节目，为老年朋友带来一场文
化盛宴。

涧西区南昌路街道南口社区关工委开展“巧手迎新春 文
化润童心”活动，现场教孩子们写春联、制作灯笼。孟津区白鹤
镇关工委组织“五老”群体和青少年绘画爱好者开展黄河石画
创作活动，共同创作以蛇为主题的石画作品，迎接蛇年到来。

栾川县、嵩县关工委分别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为当地
关心关工委工作的“五老”人员送上新春祝福。偃师区首阳山
街道关工委深入辖区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米、面、
油等生活物品，帮助他们温暖过冬、安心过年。

我市各级关工委开展迎新春活动

昨日，“好吃好喝 就来瀍河”——瀍河文旅推荐官品游活
动在瀍河区精彩上演。本次活动以“一日尽览瀍河韵，共鉴文
化新篇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市的12名文史专家、知名网
络博主及媒体记者，并授予其“瀍河文旅推荐官”荣誉称号。

在瀍河区委宣传部和瀍河区文旅局的精心组织下，文旅
推荐官们踏上了一场探寻瀍河文化之美的旅程。他们依次探
访了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公园的古迹遗韵、白马寺金银器博物
馆的璀璨瑰宝、中原美谷的时尚魅力、东关大街的市井烟火及
老子故宅的深邃哲学，通过沉浸式体验，深刻感受瀍河文旅的
独特魅力。

自媒体博主“大叔少年”难掩激动之情：“瀍河深厚的文化
底蕴让我流连忘返，这里真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
方。近期，我的创作灵感和素材都将源自这片充满魅力的土
地！”另一名自媒体博主“边走边玩的阿虎”则分享道：“这次活
动让我对瀍河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瀍河文旅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也为我创作出更多精彩的文旅作品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洛报文旅负责人对此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瀍河是个
逛古巷、听故事、品美食的绝佳去处！这种沉浸式品游活动，
不仅加深了博主们对瀍河文化的理解与热爱，更有助于向外
界展示瀍河的独特魅力，非常有意义。”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全面展示瀍河的文化底蕴、民俗风情
及美食特色，进一步激发新兴传播力量的潜能，引导社会各界
持续关注、宣传瀍河，深入挖掘并传播瀍河的美好与独特。

（张梦琳 徐程）

瀍河区邀文旅推荐官共赴沉浸式品游盛宴

“好吃好喝 就来瀍河”

近日，2025年洛阳市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暨健身气功段
位积分赛圆满举行。

本次活动在伊滨区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举行，由市体育
局、市体育总会主办，洛阳市全民健身中心、洛阳市健身气功
协会、洛阳国晟投资控股集团承办，来自全市25个单位92支
参赛队伍的656名运动员参赛。

在比赛现场，上至76岁老人，下至12岁少年，一个个精
神抖擞，气宇轩昂，在一招一式中将易筋经的抻筋拔骨、八段
锦的刚柔并济展现得淋漓尽致，彰显了健身气功修身养性的
特质。

活动主办方介绍，健身气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
项目，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洛阳一
直高度重视健身气功的推广普及工作，连续多年开展健身气
功“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志愿教学服务活动。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健身气功站点451个，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2888人，站点注册人数超过21000，至少掌握一套健身气功
功法的人数超过30万。

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通讯员 孙晓宁 李岩 文/图

1月17日至21日，涧西区郑州路街道南村社区邻里中心
门前人山人海，一派热闹喜庆的景象，南村社区正在发放蜂
蜜、苹果、大豆油、核桃、带鱼、大公鸡等8种年货，受到社区居
民欢迎。

“身为南村人，我感到自豪幸福。”“现在国家的政策是越
来越好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幸福。”……在发
放现场，有人手提肩扛，有人开着电动车来拉年货，还有人迅
速在朋友圈里“晒幸福”。南村社区坚持发放年货已经20多
年，使居民们真切感受到社区发展集体经济带来的实惠，不断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近年来，南村社区抢抓产业风口，大力实施“租赁富村、投
资强村、实业兴村”经济发展战略，科学高效管理商业街区和
工业园区，使其形成坚实可靠的经济支柱，描绘出一幅产业兴
旺、群众富足的美好画卷，为南村的长远发展持续赋能。“社区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为的就是让每一名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
的红利。”南村社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努力奋斗，
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居民谋更多福利、更多实惠，带领广大群
众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 （马瑞丽）

南村社区：

居民喜领年货 共享发展红利

我市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举行

记者昨日从市文物局获悉，2024
年，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17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创历史
新高。

“ 东方博物馆之都”底子更厚。
2024年，我市新增国家一级博物馆2 家、

二级博物馆5 家、三级博物馆2 家。目
前，全市三级以上博物馆数量达 17
家。此外，汉魏故城遗址博物馆已建成
试运行，拟定于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开
放；隋唐洛阳城遗址博物馆、东周王城
遗址博物馆、汝阳县博物馆、洛宁县博
物馆等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2024年，全
市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游客1778万人
次，同比增长11.2%，创历史新高。接待
游客量排名前5的博物馆是：洛阳博物馆

（361万人次）、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215万人次）、洛阳古墓博物馆（205万

人次）、应天门遗址博物馆（190万人次）、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130万人次）。

其中，洛阳博物馆4 次入围“热门百强博

物馆”和“百强热门博物馆地市馆前30”

两个榜单；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3 次

入围“百强考古遗址博物馆前50”榜单；

洛阳古墓博物馆1 次入围“百强考古遗址

博物馆前50”榜单。
陈列展览亮点纷呈。2024年，洛阳

市文物局局属博物馆、纪念馆举办或引

进优秀陈列展览30 余个。洛阳古墓博

物馆的“葬制大观——洛阳历代古墓集
萃”展览入围第二十一届“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洛阳民俗博物馆

的“华檐吉光——匾额文化展”成功入
选“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华夏衣冠系列展
时裳武则天”等4个展览获评河南省优
秀陈列展览推介项目。

社教研学热力十足。2024年，洛阳
市文物局局属博物馆、纪念馆共计开展
1400余场社教研学活动，接待文博研学
团队9000批次，总量超60万人次，同比
增长58%，研学总收入633万元，同比增
长58%。截至目前，全市各博物馆、纪
念馆共计开发研学课程近300节，省级
精品（特色）研学课程5节。

特色文创产品频频“出圈”。2024
年，洛阳市文物局局属博物馆、纪念

馆研发文创产品 600 余款，营业额约

4500万元，

同 比 增 长

125% 。“朱颜

镜”“二里头绿松
石香囊”等 2 款文
创产品获得全国荣
誉，洛阳博物馆、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隋唐大运
河文化博物馆入选河南省首批
省级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试点单位名单。洛阳牡
丹瓷博物馆、洛阳三彩艺术
博物馆等非国有博物馆文
创收入更加可观。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

仪 通讯员 阎桦 刘秋杰

“现在好多了，你看这新修的道路，
真平。”近日，在涧西区南昌路街道江东
社区杏园小区，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
路修好了，解决了老人们的出行问题。

刘先生今年 75 岁，由于年事已
高，腿脚不好，出门散步要借助拐杖。
然而，即便有拐杖助力，刘先生还是不
能完全放心，因为小区的路很不平。
去年的一天，他走在小区里，一不小
心，摔了一跤，手磕破了皮。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华侨社区向
阳院小区。该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

代，道路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

平。小区居民介绍，这个小区一共有
270 户居民，其中近七成为老年人。
道路不平，给老年人的日常出行带来
不便。华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朱春霞表示，社区曾经使用碎石子
填平小区路面的坑洼部分，但小面积
的碎石子容易松动，老人走在上面依
然不能保证安全。

去年以来，南昌路街道聚焦群众
生活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大力开
展办好民生“微实事”活动，着力让群
众享受“稳稳的幸福”。本月12日，向
阳院小区的路面，全部换成了平整的

沥青路面。“以前，一到晚上就不敢出
门。现在路铺好了，我们不担心了。”
77岁的居民张跃英说。

“近段时间，我们针对老旧小区改
造过程中尚未落实到位的环节，进行
重点攻坚，修缮小区道路就是其中一
项。”南昌路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他们已在辖区 13 个老
旧小区实施了路面平整工程，惠及居
民3600余户。

民生“微实事”，并非只有小区路面
平整。针对居民对电动车安全存放、便
捷充电的需求，南昌路街道在辖区19

个小区增建充电桩1100个，在5个小
区建设充电车棚10个。同时，南昌路
街道持续推动多个居民小区的暖气施
工改造，南口社区银川路12号院、友谊
商店家属院已实现如期供暖，江东社区
杏园小区已完成供热泵房建设、主管道
铺设工作，华侨社区向阳院小区供热泵
房建设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我们希望通过办好一件件民生
‘微实事’，让社区更便利，让生活更温
暖，让群众的幸福感在细微处得到不
断提升。”该负责人说。

洛报融媒记者 周欣然

办好民生 ，让群众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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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去年接待游客量创历史新高
达17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2%

千余名书法家
义写春联送万家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1月22日，
农历小年，洛阳市美术馆、洛阳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门前广场上，火红的春联和
斗大的“福”字，映红了群众的笑脸。

这是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洛
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共同主办，洛阳市
书法家协会、县区文联等单位承办的文
化惠民活动——“洛艺生辉 福送万家”
千人书万福进万家活动的主会场。主
会场有100名知名书法家，县区14个分
会场各有百余名书法家，全市共有
1000 多名书法家挥毫泼墨，用一副副
春联传递浓浓的新春祝福。有的书法
家还提供定制服务，与群众一同拟定春
联内容。

活动不仅引来大批群众，还吸引了
许多书法爱好者加入现场书写春联的
大军，热情为群众义写春联。在现场欢
声笑语中，大家感受到了传统书法艺术
的魅力和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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