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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一大早，53岁的王素芬便开始在
脸上“涂脂抹粉”，这是她第一次十分认真地打
扮自己。1个小时后，她穿上大红色的秧歌队
服，伴着喧天的锣鼓声，与队友们一起，把小区
搞得热热闹闹。

王素芬是李村镇袁付社区居民。2 个月
前，她刚结束长达 3 年的租房生活，赶在狗
年春节之前，住进了搬迁安置的高楼。这是
她平生第一次住高楼。“老高兴啦!俺是头一
年住高楼，咱也和城里人一样，和大家一起
热闹热闹，拽上一拽。”王素芬说，住上高楼，
在新小区里过第一个春节，这一天，她盼了
好久。

搬进了新小区，过第一个春节，咋能不热
闹一下哩？袁付社区党支部书记武朝升与王
素芬想到了一起。今年1月中旬，武朝升开始
发起募捐倡议：“大家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不
论多少，一起凑钱过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于是，社区居民你捐 1000 元，我捐 500
元。没几天工夫，大家自发募捐了 3万余元。
武朝升拿着钱，到市区置办了10几个大鼓，几
个铜锣，20 几套服装等。村民们一见到置办
的东西，大伙儿便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文艺活
动。

这不，以前从未化过妆、登过台的王素芬，
这次也报名参加了秧歌队，她打算与大伙儿一
起闹一闹，“让小区也能红红火火!”其实，让王
素芬心里这股劲儿躁动的，除了住进新房之
外，还有她的新工作。

王素芬说，以前，家里一年四季靠种地为
生，如今拆迁安置，搬进了新楼房，她也有了新
工作。因村子规划建设，缺一批环卫、绿化工
人，她就报了名，并顺利当上了一名绿化工人，
每个月能挣个一两千元。

28 岁的赵双喜是王素芬的邻居，去年家
里分了 2套房，如今在关林做汽车销售，每个
月四五千元的工资。住进了高楼，离单位也
近，每天赵双喜开车上下班。“楼房里干净、交
通好、环境也好，生活十分方便。”赵双喜说，以
前，村里到处都是垃圾;如今的小区每天都有
人打扫卫生，环境非常好。春节期间，小区树
上还挂了景观灯，一到夜晚，灯火辉煌，光彩夺
目，“幸福指数很高”。

据武朝升介绍，今年春节，小区一共入住
4016人，尚有 518人未入住。“住进了小区，居
民素质也越来越高。今年禁放烟花爆竹相关
规定，经居委会工作人员大力宣传，小区里一
挂鞭炮都没燃放。”

今年春节，为了活跃春节气氛，让大家开
开心心过大年，除了文艺活动，袁付社区还举
办了第一届运动赛，项目包含篮球、乒乓球、
飞镖、拔河等。此外，正月初九至正月十一，
社区还专门邀请了焦作豫剧团，在村里唱3天
大戏。

“扭秧歌，听大戏！这是以前村里每逢大
喜事才会有哩，可不多见，俺可得去拽拽！”王
素芬一边说，一边拿着扇子，朝表演的人群走
去。 （陈爱松）

王素芬“闹”春节

大年初二晚上六点，家住李村镇油赵社区的大学生郭航就
往党群服务中心赶，因为晚上七点，村里请了清华大学教授及北
大青年教师，要和村里 50多名大学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家门口能有这样一场高水准的座谈会，真没有想到！”
油赵社区的干部们也都早早来到了党群服务中心。社区主

任郭宝生说从春节前大家就开始为这事忙活了。“油赵是个大社
区，4000口人，目前经济并不发达。镇里开村干部述职述廉大
会，要我们多想办法，为社区的发展做贡献。会后我们就商量，
能请些高人帮我们出谋划策就好了。我们村走出去的有清华大
学的教授，有北大教师，为何不把这份力量用起来呢？同时又激
励指导了在校大学生。”于是，就有了开座谈会的想法。

清华大学教授郭海峰和北大教师张寒的家人都已不在油赵
社区居住，接到社区的电话，他们推掉很多事，专程赶回了老

家。“油赵村养育了我，村干部对村子的发展和教育这么热情，我
应该回来的。”郭海峰说。

油赵社区是李村镇南边的一个社区，村子里有崇文重教的
传统，走出去的人才很多。连续三年，社区拿出钱来，对考上本
科的学生进行奖励。目前，在校大学生就有70余人。

油赵社区干部为了了解并解决学生的困难和建议，以前
成立了一个大学生群。这个消息在群里发布以后，回到家里
的大学生们纷纷积极响应。“以前在村里过年，总感觉文化生
活少了点。今年不但有广场舞大赛这样群众性的活动，还有
专门为大学生举办的活动，怎么不让人高兴呢？”大学生郭朋
磊说。

座谈会开始后，40多岁的郭海峰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
在外的收获，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回报社会，回馈家乡。北大老

师张寒才25岁，建议大家对自身定位要有明确目标，准备简历，
提前为工作做准备。

郭宝生向在座的50多名的大学生汇报了社区去年的工作，
并请大家认真监督。大家对社区的变化感到高兴，也纷纷建言
献策：利用社区附近的景点增加就业机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注意玄奘路与社区交叉口存在的安全隐患；解决夏季用电高峰
期的用电需求；多搞文化活动，让“年”更有意思；利用广播，把外
界的信息向村民传播，提升社区文化软实力……

社区干部一一把这些建议记录下来，准备下一步讨论落
实。“大学生们也纷纷提出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色，为社区多做
贡献。有了这些智囊团，我们社区的发展会更快。”郭宝生说起
这些，由衷地高兴。

（陈爱松）

小 村 庄 大 课 堂

今年春节是李村镇袁付社区村民搬进新楼房的第一个春节。
在敲锣打鼓的热闹气氛里，一些热心的田氏村民没有外出游玩，而
是聚在一起畅谈续写家谱的事宜，成立田氏宗谱续写委员会。

“现在人口流动性大，加上一些熟悉昔日家族构成的老人相
继逝去，再过几年就续不上了。”昨日，田氏宗谱续写委员会副主
任田龙海对笔者说，田氏家谱上一次修订还是在 1935年，续到
第 14世，至今已中断 83年。当时，这套家谱由田氏老五门和家
族祠堂各收藏一套，然而随着岁月更迭，多已遗失，直到2015年
一户族人才偶然发现仅存的家谱孤本。

在田龙海印象中，家里老一辈人很早就提及，说等以后条件

好了，别忘了把家谱续上。“盛世修志。续写家谱，重温家训，是
对后代的一种文化教育。这次续写家谱的消息传出后，很多八
九十岁的老人都高兴极了。”有的还主动将所在的家族支脉谱系
整理送来。大家各自发挥所长，退休教师担负起编写工作，做过
会计的负责财务，有人还主动提供办公场所。

为确保续写家谱有序推进，村民自发制定了宗谱续写工作
办法，提出坚持全面真实、公开协商、参与自愿等原则，按照现有
田氏宗谱的分支延续，补充从第 10世到第 17世约 1500人的入
谱工作。编写家谱得到了同姓族人的热情参与，专门开设的“田
家大院”微信群，短短几天内人数增加到近 300人，有人撰写打

油诗鼓劲：“国富民强逢盛世，续谱归宗乃正途。田氏祖训永记
住，家族之间要互助。不管今后在何处，牢记祖根在袁付!”

离开故土 40年的田永和也积极响应，他 17岁随父亲到甘
肃，如今是天水市一名公务员，年前回洛阳探亲时听说续写家谱
的事情后，主动捐资。田永和的网名是“伊河”，这是他童年在袁
付村常去玩耍的河流，他说：“现在提倡家风教育，续写家谱便是
彰显家风的重要途径。正是田家人忠厚正派的家训，教会了我
做人，从小家人就教育我‘不该得的东西不要拿’，这也是我工作
后秉持的信念。田家如今有很多做生意的也坚持以诚为基，回
头客非常多。” （周思航）

续写家谱 重温家训

李 村 镇 袁 付 社 区 兴 起 修 谱 热

敬老院的神秘送礼人

伊滨讯 端午 100斤白糖，夏天 200斤西瓜，中
秋 36斤月饼，重阳 20斤肉……日前，当一位衣着朴
素的老人把 100斤鸡蛋又送到李村镇敬老院后，院
长李建斌终于忍不住了，硬是把老人留住了。

“三番五次来送礼，却连个名字都不留下，这次
俺一定要弄清楚您姓啥名谁，干啥工作！”李建斌
说。“这点小事不值当说！”和往常一样，老人轻描淡
写地说自己是“袁沟村人”后，发动电动汽车，摆摆手
就走了。

放好鸡蛋后，李建斌赶紧骑着摩托车赶到袁
沟村，找到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涛，让他帮忙打
听。根据李建斌描述老人的外貌特征后，张海涛
笑了：“你说的可不就是李玉森么？”

李玉森，60 多岁，普通农民，女儿出嫁，儿子
去世后，他和老伴相依为命。老人家里有三亩地，
平常在建筑工地砌砖、打杂，一年收入也不到 1 万
元。前些年，村里给他评低保，他不要。

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好的老人，为啥逢年过节还
要悄悄给敬老院送慰问品？张海涛开始向李玉森的
左邻右舍打听。

这一打听不要紧，吓了张海涛一大跳：李玉森不
仅给敬老院送东西，还给村里的幼儿园送过 8辆儿
童三轮车，每辆近 200元。张海涛决定去老人家看
看。

刚进门，李玉森正好开着电动汽车送生病的邻
居从医院回来。“这辆车可是国家给我买的呢。”李玉
森笑着解释，村里修玄奘大道时用到他家8分地，连
地带树，赔了近3万元，他就用这钱买了车。

邻居们说，李玉森把这辆车当作“公车”，大家伙
有急事，他都随叫随到，免费接送。

对给敬老院送慰问品不留名一事，李玉森是这
样说的：“咱袁沟村是贫困村，这两年政府给村里修
了水泥路，建了文化广场，大家都在做好事。俺现在
身体硬朗，没啥负担，比敬老院的孤寡老人强，为他
们办点小事是应该的。” （陈爱松）

他连续六年
给全村老人发福利

伊滨讯 2月 10日，兰台嘉苑居民牛双成老人
在老伴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地下楼。碰见了邻居，邻
居问干啥去，牛双成老人说：“红雷又给老人发福利
了，去小区门口领福利喽！”

牛双成老人所说的红雷，是李村镇提庄社区党
员、监委会主任智红雷。他已经连续六年给村中70
岁老人发过年福利了。以前大家都在村里住，知道
谁家在哪儿，智红雷都是开着车送到家里去，有时鸡
蛋、水果，有时是大米、食用油。今年整村搬迁，都搬
到兰台嘉苑了，住得相对集中，也不知道谁家在哪，
就在小区门口发放。

小区门口，两辆卡车，一辆装满了大米，一辆
装满了食用油和保温杯。干部和志愿者正在按
着名单给大家分发。领了福利的老人，乐呵呵地
说：“红雷这孩子好啊，不光孝顺自己家的老人，
还年年都想着村中的老人……”

牛双成老人领了两袋米，两壶油，还有一个保暖
杯。老人行动不便，正想着怎么往家里拿呢，志愿
者智东祥走过来，扛起纸箱，把东西往老人家里
送。智东祥介绍说，村中 70岁以上的老人有 160多
人，东西买了 200 份，剩下的都给社区困难群众送
去。

智红雷和妻子也在现场帮忙。智红雷能干吃
苦，家里买了大型挖掘机，收入还不错。他说：“被选
上干部那天，我就暗下决心，只为大家服务，不为一
点私心。我不要津贴，每年加几千元，给全村 70岁
以上老人发福利，希望老人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 （陈爱松）

加强交通疏导
确保景区安全畅通

伊滨讯 春节期间，洛阳市气温不断回暖，我区
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车辆爆棚，人流、车流的增多为
景区交通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

连日来，诸葛镇倒盏民俗文化村景区车辆
停靠数量不断攀升，景区迎来人流、车流高峰，
许多游客为图方便随意将车辆停在路边，造成
了交通拥堵。为保证景区周边道路安全畅通，
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区交巡大队
增派警力，进行交通疏导，将游客车辆引导至玄
奘路及孝文大道周边，确保车辆不滞留，同时加
大巡逻力度，全力以赴确保节日期间景区道路
交通安全顺畅。

据悉，每次假期，区交巡大队全体民警和协辅警
始终坚守路面一线，规范执法、文明执勤，不言苦不
叫累，积极向驾驶人及乘客、游客提供各种咨询和向
导服务，对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传递正能量，树
立伊滨新形象。 （交巡宣）

寇店镇开通
镇域公交环线

伊滨讯 2月 4日上午，寇店镇水泉村，彩旗烈
烈，锣鼓震天，200余名群众在掘丁路上翘首企盼。

“哎，来了！来了！”“这车真新，中！”“政府既给
咱们发补贴，又通公交车，真得感谢党呢！”路边站着
的群众议论着。这是笔者在寇店镇镇域公交906环
线东线终点站的见闻。

为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方便全镇群众出行，2 月
4 日起，寇店镇镇域环线公交 906 线正式开通。据
了解，镇域环线公交共开通两条线路，投入运营四
辆的公交车为纯电动公交车，实行双向环线运营，
车辆班次间隔为半小时，从镇区范围内辐射至全
镇。收费标准为票价 2 元，所有的敬老卡、优抚卡
均可使用。

近年来，寇店镇不断加大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全面完善镇域交通路网，在经过充分调研和听取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开通两条镇域环线公交，解
决全镇群众交通出行问题。 （李少红）

连日来，寇店镇70岁以上老人的子女们纷纷到村党群服务中
心向父母们争着表孝心，这是为什么呢？

为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寇店镇“抓党建、
促发展、转民风”的工作主线，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寇店镇出台了

“孝心基金”管理办法，采取个人缴费、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方式，
由年满 70周岁（含）以上老人的子女缴纳孝心基金，每个子女每
月为每位老人缴费以 100元为基数，政府补贴标准为每 100元补
贴 10元，每位老人政府补贴封顶 30元。政府补贴由社会捐助募
集，不足部分由镇政府兜底解决。每月 25日前子女将孝心基金
缴至村道德评议会，每月 6日（党员活动日）将上月孝心基金发至
每位老人手中。

同时，还有较为“苛刻”的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村
老人次年不得享受孝心基金政府补贴：没有参加镇级文明村创
建活动，没有开展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寇店骄傲
等评选活动，当年全村信访量高于上年信访量；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该户老人当年不得享受孝心基金政府补贴：没有参加星
级文明户评选、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发生镇级以上信访的。

为了确保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孝心基金筹集和发放由各
村组织实施者——道德评议会每月一发放一公示。同时，社
会捐助以镇为单位进行统筹，鼓励爱心人士、企业、单位向镇
孝心基金账户捐助孝心基金，镇政府通过电子屏、公众号、报
纸等大力宣传善举并公示。李家村党总支书记李克民、村委
会主任李德明得知这一信息后，说：“‘孝心基金’管理办法的
出台，既体现了子女的孝心，又促进了村里工作，实现了‘双
赢’，俺全力支持！”并第一时间以个人名义各捐款 1000元。

2月份孝心基金管理办法启动后，全镇2319名70岁以上老人
子女们踊跃缴纳，截至目前，共有1972名老人的子女缴费，其中两
个行政村实现了100%。 （李少红）

寇店镇：推行孝心基金 弘扬敬老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