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让小烟头“烫伤”
城市文明形象

李 浩

开车时， 堵车无聊，
随手点上一根香烟； 路遇
熟人，随手递上一根香烟；
甚至公园里， 还有很多人
烟不离手……近日笔者
发现， 不少人在公共场所
吸烟，甚至乱扔烟头，种种
不文明行为，“烫伤” 城市
美景的同时， 给城市文明
形象“添堵”不少。

很多时候， 文明就在
弹指之间。烟头随手扔，不
仅扔掉了个人文明素质，
毁坏了城市文明形象，更
贻害无穷。近年来，因为烟
头引发各种丑闻屡见不

鲜，在野外随意丢烟头，引
发险情灾难的； 在火车上
因为烟头没熄灭， 引发烟
雾报警器， 导致列车停运
的……如此种种，让吸烟、
烟头一次又一次被推到舆

论的“风口浪尖”。
不久前，中央文明办

公布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市入选城市名单，我市成

功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

城市。文明城市的称号来
之不易，离不开全市人民
的努力和付出，因此也更
应加倍珍惜，莫因“小”失
大，让小烟头“烫伤”整个
城市的文明形象。

从本月起，《信阳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
实施了，《条例》 规定，在
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等

不文明行为都会有相应

的处罚规定。 相信在法律
法规的“锋刃”约束下，在
社会加大禁烟、 控烟宣传
力度的宣传下，各方“合力
围剿”，“嚣张”的烟头总有
办法“低调”下来。 让“嚣
张”的小烟头不再“高调”，
也希望更多的“烟民”在挥
手之间也能多一些约束，
社会各界多一些监督。 相
信如果人人都能行动起

来，每个人文明进步的一
小步，终将汇聚成城市文
明形象的大跃步。

本报记者 曾 鼎 刘 翔 韩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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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守护祖国花朵“充电蓄能”
我市首次开展儿童福利政策宣讲进村（居）直播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凌云）11月
25 日，由市民政局主办，市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信阳祥和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 “信
阳市儿童福利政策宣讲进村

（居）暨未成年人保护能力提升
培训”正式启动。 全市在册 214
名儿童督导员和 3608 名儿童
主任即日起可通过手机接收线

上直播培训。 这也是我市儿童
福利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首
次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

据悉， 此次培训活动由市
民政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 市公安局、 市教育

局、市卫健委、团市委、市妇联、
市残联等 9 家单位轮流宣讲 。
各单位结合工作职责进行一次

示范宣讲课， 内容涵盖各类困
境儿童福利保障政策、 儿童关
爱保护法律法规； 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教育帮扶； 遭受
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应急处置措

施； 儿童健康成长常识及疫情
防控知识； 农村留守儿童自护
教育知识、 家庭教育科学；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等。

启动当天第一讲， 市民政
局的直播宣讲课程同步在线收

看人达 1500 余人，收到在线评

论累计 140 多条。 直播视频可
供县区、乡镇的儿童督导员、儿
童主任随时回看，加深理解。 不
少参训者网上留言， 肯定培训
效果，表示受益匪浅，宣讲内容
丰富实用、可操作性强，有利于
他们开展一线儿童工作。

记者了解到， 活动同时还
开展了 “最美儿童工作者”“关
爱保护困境儿童原创微视频 ”
的网络征集和评选活动， 届时
将对我市优秀的儿童工作者和

儿童工作原创微视频进行表

彰， 以期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儿
童关爱保护的良好氛围。

近日，信阳市第十三小学“快乐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行动正式启动。 该校
组织 20 名文艺志愿者前往河区柳林乡希望小学开展少年宫结对帮扶活动，学生志愿者还与柳
林乡希望小学的留守儿童开展了文艺联欢活动，并为留守儿童送去了精美礼物。

杨传富 摄

金香梨飘出致富“香”

又到了金香梨飘香的时

候， 这段时间位于河区东双
河镇翟洼村的金豫香果品专业

合作社的梨园来了不少采摘的

游客，有的是头一次来，有的是
被朋友带来的， 有的是看中了
这里的金香梨来了多次， 但不
管来的次数多少， 每个人在回
去的时候都“满载而归”。

“2008 年，我在外地考察的
时候，听说金香梨不仅产量高，
而且经济价值高， 一听就心动
了，就开始学习育苗，种植。 经
过几年的学习， 我发现种植金
香梨收效很不错， 一亩地的经
济价值大概在 3 万元左右 。 ”
近日， 河区金豫香果品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虞永明告诉记

者，经过几年的种植之后，看到
金香梨挂果快， 产量高， 收益

好，就决心成立合作社， “2013
年， 我看有的村民在种植方面
会遇到些技术问题， 就带领着
大家成立了合作社，流转了 150
亩土地，种植金香梨。 ”

“咱们这边气候好，种出来
的梨口感不错。 你看，这梨个头
大，水分足。 ”虞永明摘下一个梨，
边削皮边对记者说，“这个梨没有
大小年，年年产量都很可观，亩产
在 8000件到 1000斤左右，发展
前景很好。 而且东双河镇现在种
金香梨的人也有不少， 因为苗木
是我自己嫁接的， 所以他们遇到
技术问题也会来咨询我。 ”

“2013 年，翟洼村引进了金

香梨，因为梨的品质好，所以引
来了好多采摘顾客，也带动了地
方发展。 ”河区东双河镇翟洼
村村支书朱范林告诉记者，目前
翟洼村采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服务和引导村民，种植金
香梨，“目前， 翟洼村有 50多户
村民深入到这个产业中来，发展
梨园上千亩，下一步，我们计划
种植面积达到 3000亩以上。 ”

金黄色的梨子挂满枝头 ，
像一盏盏灯笼展示着翟洼村丰

收的喜悦。 小小金香梨,不仅使
乡村旅游变得丰富多彩,更飘出
了“致富”香，带动村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固始“花挑舞”舞动河南风采
本报讯 （记者 肖 东）

11月 23日至 25日，第十二
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和第十

五届 “山花奖·优秀民间艺
术表演”初评活动在广东省
中山市小榄镇菊花园举行。

经信阳市民协推荐、河
南省民协选送的信阳固始

花挑舞作为河南省民间文

艺代表队，以其独特的艺术
风格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

民间艺术节开幕式展演、第
十五届 “山花奖·优秀民间
艺术表演 （民间广场舞）初
评”和第十二届中国民间艺
术节 “民间艺术展演下基
层”展演活动。

固始花挑舞是固始县

优秀民间传统舞蹈，因舞者
担着花挑道具起舞， 故名
“花挑舞”。 花挑舞历史悠
久，传承至今已有 600 余年
历史。 固始花挑舞，舞蹈动
作优美，伴随着欢快的锣鼓
乐曲，时而热烈奔放，时而
轻盈舒展，体现了豫南民俗
风情和独特的艺术的风格。

2006 年固始花挑舞列入河
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名录。
花挑舞在中山展演期

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舞
出了河南风采，深受中国文
联、中国民协领导、有关专
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每场
展演后，花挑舞演员被热情
的观众围住争相合影留念，
很多观众还纷纷担起花挑，
学习模仿花挑舞动作，掀起
一股学练花挑舞热。

中国民间艺术节是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中
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办的国家级大型文艺

交流活动，是我国民间文艺
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文
化盛会。

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
奖”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
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共同主办。 与电影 “百花
奖 ”、书法 “兰亭奖 ”、戏曲
“梅花奖”、音乐“金钟奖”等
同属中国文艺的最高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