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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重到焦村镇魏沟村调研脱贫攻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8月 6日，市政协主

席陈国重到焦村镇魏沟村指导调研脱贫攻坚工作。陈国重听取

了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工作汇报，了解村档、户档及各类台账资料

完善情况，要求驻村工作队在完善档卡方面做精做细，并走访慰

问贫困户。

平顶山市委政法委莅汝调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8月 6日，平顶山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带队莅汝，调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邓志辉听取了我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部门涉黑涉恶案

件办理进度汇报，并详细询问了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我市

领导张剑奇、杨长坡、刘新义、祁明安出席座谈会。

范响立到王寨乡大剌湾村调研脱贫攻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丹涛）

8月 7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范响立到王寨乡大剌湾

村核查扶贫台账、调查表等，对扶贫工作再调研、再部署，并就下

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范响立会见瑞士华人董宝德、中医专家王鲁民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8月 7日，瑞士和平

统一促进会会长董宝德携好友原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秘

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鲁民莅汝考察，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副市长范响立会见董宝德、王鲁民，并就医疗基地建设以

及理疗人才培养工作会谈磋商。

风穴路街道棚改指挥部项目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周玮） 8月 7

日，我市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联合风穴路街道棚改指挥部项

目推进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张鲁庄、城北一期、城北二期三个棚改

项目的工程建设、手续办理等情况汇报，并根据问题分析研判，提

出解决方案。市领导范响立、杜占广、魏俊涛、李应席出席会议。

姚军柱到蟒川镇蟒窝村、焦村镇靳村指导脱贫攻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8月 7日，姚军柱到

蟒川镇蟒窝村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查阅档卡资料，深入部分贫困

户和非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他们家庭成员、生产经营、经济收

入等情况。

又讯 8月 7日，副市长姚军柱到焦村镇靳村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召开座谈会、走访慰问贫困户，详细了解靳村近期脱贫攻坚

工作的开展情况，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我市举办河南省“全民健身日”汝州分会场启动仪式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8月 8日，我市举办

河南省 2019年“全民健身日”汝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市领导张平

怀、张志伟出席启动仪式。

张平怀到大峪镇西范庄村调研脱贫攻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8月 7日，副市长张

平怀到大峪镇西范庄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对近期的重点工作

进行指导，并走访慰问五类重点户。

杨长坡到于窑村调研脱贫攻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8月 7日，市法院院

长杨长坡到米庙镇于窑村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对于窑村 5户非

建档立卡重点户逐一走访慰问，并送上电风扇等慰问品。

鄢陵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考察团莅汝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王德伟）

8月 7日，鄢陵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郭德敏一行莅汝考察

学习。考察组先后到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和产业集聚区管委

会，实地考察我市机绣纺织产业发展和园区管理模式等工作。市

领导汪聚涛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

社会资本采用自求平衡模式参与
棚户区改造的征求意见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席静玮） 8

月 7日，我市社会资本采用自求平衡模式参与棚户区改造征求

意见工作会召开。会议传达了《关于社会资本采用自求平衡模式

参与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了各相

关单位的意见建议。市领导李应席出席会议。

为切实做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接受社会监督，

现将汝州市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8年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体育局下达返还汝州
市县级体育彩票公益金 505.3万元，上年结余 182.5万元，共

计 687.8元。
二、体彩公益金支出范围

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和体育彩票公益金适用范围，我市体

育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及社区健身设施建

设、更换健身器材、支持社团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支持青

少年业余训练、提升青少年体育竞技运动水平。

三、支持情况统计
1、全民健身路径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 465.8万元

2、用于全民健身活动 118万元

其中（1）武术比赛 11万元

（2）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15万元

（3）用于社团组织举办活动 10万元

（4）用于开展全民健身展示、竞赛活动 82万元

合计：583.8万元

四、产生的效果
体育彩票公益金，极大地支持地方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弥补

财政经费的不足，在推进健康汝州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汝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9年 7月 28号

公告

（上接第 1版）

老师们眼界放宽、方法跟上、心气儿变

足，学校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目前，杨家

岭福州希望小学的教职工从 2015年的 20名

增加到了 40名，还涌现出省、市级教学能手

和区级学科带头人。

“学校发展迅速，我们也有了更多提升的

机会，现在的工作既快乐又充实。”张燕说。

记者手记

兴教必先强师。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推动形

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国家实施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

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

校倾斜。许多省份通过学费补偿、国家贷款代

偿等方式，吸引高校毕业生直接到农村中小

学任教。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长得高，乡村教

师正在撑起基础教育的“脊梁”。

【故事三】
“启明星”指引少年探求未知世界

久违的大雨，一扫京城连日的暑气。

北京市八一学校天工苑通用技术中心的

通道里，即将升入高三的张馨心轻轻扶正自

己设计制作的展板。展板的内容———“基于卫

星转发和‘黑匣子’的自然灾害实地数据监测

系统”反映着她过去两年的学习成果。

2016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

八一学校，同正在研制科普小卫星的老师和

学生们交流，肯定他们通过科普活动激发学

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做法。当年年底，科普小

卫星发射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又给研制团队

的学生回信，叮嘱孩子们“保持对知识的渴

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

“第一颗小卫星成功发射的消息，在我们

学校大屏幕上滚动播出了整整一周。”当时正

在上初中的张馨心，被深深震撼了。

仿佛一颗“启明星”，科普小卫星吸引着张

馨心努力考入这所学校，成为团队一员。编程

控制、样本培育、走进高校实验室观摩取经

……她陪伴着亚轨道飞行器“方舟一号”从无

到有，从图纸变为现实。今年 6月，这个携带太

空生物实验舱的飞行器在内蒙古成功发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只是张馨心

学习探索的一个侧面。这个看起来白净文弱

的女孩是学校动漫社社长，喜爱篮球，擅长定

向越野。“学校开设了机器人、陶艺、足球、京

剧、舞蹈等各个门类的项目制课程，鼓励我们

不断触碰、探索未知的世界。”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

考察学校时指明的方向，在校党委书记牛震

云看来，同学生们面临的升学要求并不矛盾。

“兴趣的开启、精神的培养，是学习的‘永

动机’。”牛震云说，“让孩子们对内探究自己

的禀赋天性，对外了解行业与职业，在此基础

上进行知识的积累，信心满满走进考场，同时

也成为生机勃勃、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即将备战高考的同时，张馨心也期待着

第二颗、第三颗科普小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

同时，她的目光，已经投向更远更高的世界：

“在未来，航天科技不会只停留在探索太空。

我想从事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监测等方面的

工作，更多地造福人类。”

记者手记

好的教育如同静待花开。

不是守株待兔的无所作为，也不是拔苗

助长的急功近利。机械“刷题”培育不了创新

精神，超前教学更涵养不出人文素养。时代越

是向前发展，就越是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我国持续深化中高考改革，通过

新编义务教育教材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倡

增加课后服务，组织学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和社会大课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点点滴滴播撒阳光，经年累月铸就美好。

蓓蕾吮吸雨露，终将尽情盛放。

【故事四】
曾经的“差生”走上“成才大道”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

程，要上下共同努力进一步办好。”

这是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

时，对职业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4年过去了，想起这段话，今年高职毕业

的李明扬仍然难掩激动：“正是习近平总书记

的勉励，让我从‘差生’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走

上‘成才大道’。”

曾有一度，李明扬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

窄。

中考成绩仅有 200多分，初中毕业的李

明扬面临“没书读”的窘境，职业学校成为不

得已的“将就”。

2015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贵州省

机械工业学校实训基地，李明扬和同学们正

在进行车加工、数控机床、机器人示教、激光

打印等课程的实训。习近平总书记走到他们

中间，观摩他们操作，询问他们学习感受。

“各行各业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也需要大

批技能型人才，大家要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

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给李明扬和同学

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动手能力很强的李明扬开始领悟一个道

理：天生我材必有用。让才华在属于自己的领

域里尽情绽放，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

过去的彷徨，化作对专业满心的热爱，小

伙子从早到晚“泡”在实训室里钻研技术，手

被划出一道道伤痕仍痴心不改。2016年，他

代表学校参加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不负众望勇夺亚军。

企业纷纷递来橄榄枝，学校邀请担任实

训教师……曾经的“差生”，扬眉吐气实现了

“人生逆袭”。

和李明扬一道“逆袭”的，是紧跟企业用

工需求的职业院校。以李明扬高职毕业的贵

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为例，学院根据市场需

求新开设工业机器人、3D打印、大数据呼叫

等专业和课程，并添置先进设备、改善教学硬

件。近年来，该校的毕业生遍布全省，已成为

装备制造技能人才的一支生力军。

找准适合自己的专长，职教学生可以展

现出“无穷大”的潜能。李明扬深信，他的人

生，无限广阔、无比精彩。

记者手记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人才园地中的百

花齐放。我们有陈景润、屠呦呦，也要有“大国

工匠”。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

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努力培养数以亿

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国务院

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省

部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我国职业教育

发展进入“快车道”。

日益发展的职业教育，搭建起人才成长

的“立交桥”。当无数“李明扬”汇聚在一起，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氛围

蔚然成风。 新华社北京 8月 7日电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宋小亚） 8月 7日

是传统节日“七夕”，往年这一天都是结婚登记高峰日，今年也不

例外。记者上午在市民之家民政局服务窗口看到，前来登记结婚

的情侣络绎不绝，成双成对的准新人站满了 3个登记办理窗口

办理婚姻登记或者咨询，一些情侣还特意从外地赶回来登记结

婚。

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上午 10 时，前来登

记领证的新人已达 40余对，普通工作日平均每天十几对。为了

确保新人能如期领取到“红本本”，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提前上班，新人到达后按排号顺序办理审核、填表、照相等各

种手续，提高办证效率。

除此之外，为了营造浪漫气氛，市面上鲜花销售也非常火

爆。记者在街头走访时发现，很多花店早早就开门迎客。有鲜花

店主还告诉记者，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除了门店销售以

外，网购鲜花势头更盛，许多顾客更是提前两三天早早下单。

———七夕节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

者 梁杨子 通讯员 石颖

斐 丁晓飞） 8月 7 日，市住

建局举办了“相约七夕·爱满

城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观

看七夕典故视频、七夕诗词

诵读、单位职工分享工作生

活故事、茶话会和互动游戏

等，局机关和部分二级单位

干部职工 60余人参加。活动

以七夕传统佳节为契机，号

召干部职工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的创建。

活动开始，住建系统干部

职工一同观看了康震老师的

《跨越千年的爱恋 解读现代

七夕情怀》。康震老师从古代

爱情故事如牛郎织女、孔雀东

南飞、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

台等出发，讲解了这些古代爱

情故事令人难以忘怀的原因。

就我们现代来说，没了古代异

乎寻常的艰难情况，爱情似乎

变得随遇而安。提倡大家积极

思考，珍视一切我们遭遇的感

情，用全部的身心来尊重我们

相遇的每份感情，从爱情出

发，珍视友情、亲情，让自己内

心变得柔软，学会欣赏这世界

的美好。

活动中，设计院的杨利州

分享了他和爱人的工作生活

的爱情故事。他们是住建系统

一对平凡的夫妻，在工作生活

中相敬如宾，没有拌过嘴、红

过脸。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增进

大家对七夕的理解，在家庭出

现小矛盾时要善于化解、敢于

先认错、巧妙解决。

茶话会和互动游戏把活

动引向高潮，互动游戏包括抢

凳子、抛绣球和穿针引线等。

大家踊跃参加、互相配合，气

氛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大家纷纷表示，活动促进

了职工互相交流学习，增进了

感情，增强了住建系统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有助于形成团结

向上、积极奋进的工作氛围。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又

是一年的七夕情人节，年轻的朋友过得不亦

乐乎，打算趁此时机潇洒走一回，逛商场买

礼品送情人，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元的甜蜜消

费在不少人看来是再也正常不过。对此，笔

者将当下的情人节消费趋向归纳为三种：一

是将其娱乐化，二是将其商品化，三是将其

荒诞化。显而易见，情人节商品化是最鲜明

的特征。

今年的七夕情人节，最终还是躲不过

“情人劫”。七夕情人节当天，笔者走访各大

超市及百货商场时发现，很多商家打出各种

有关情人节的宣传标语，向市民们兜售起了

“浪漫”。其中，餐馆、鲜花店成为预订消费最

集中的领域。而在这一天，花价大涨、饭馆预

定爆满、电影院排队已成了非常正常的事

情。以爱情的名义，不少人在情人节这天乐

此不疲地消费，就是为了能让自己过个像样

的情人节，哪怕多花些钱也心甘情愿。殊不

知，正是这种“心甘情愿”的心态，往往让自

己不知不觉地掉入消费的“甜蜜陷阱”。

莫让“情人节”变成“情人劫”，消费者要做

到理智参与“打折、赠送、买一送一”等促销活

动，不要一味追求价格折扣。应避免受到促销

误导，冲动购物，做出超出消费能力和实际消

费需要的购买行为。虽说情人节的“甜蜜消

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生活水平、消费理

念的提升和转变，但对于没有达到一定经济实

力和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切忌盲目崇尚奢靡的

风气，要理性对待情人节消费，别让情人节完

全沦为商品化。

一言蔽之，简单、温馨地过个经济型的

情人节无可厚非，营造点浪漫气氛也属正

常。而一旦被潮流牵着鼻子走，反而会失去

情人节的温馨味道。对待情人节，年轻人的

消费观应该趋向更加理性、务实，逐步从追

求花哨的形式，转而追求温馨的内涵。如果

你的情人节变成“情人劫”，或许真的要好好

反思一下。爱情如何不被

“消费”绑架。怎样躲避和

化解“情人劫”，这是一道

值得年轻人思考的课题。

8月 7日，大街小巷都充满浪漫的气息，情侣们过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记者在

绿洲广场的一个陶吧看到很多情侣选择在七夕当日共同做一件陶艺作品作纪念。

牛莉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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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七夕·爱满城建
住建局举办“七夕节”主题活动

七夕情人节：爱情如何不被“消费”绑架
●牛莉萍

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登记结婚的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