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安全隐患
信阳博物馆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

本报讯（黄雯雯）近日，信阳博物馆召开安全生
产专题会议。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会议要求各部门
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对照《信阳博物馆关
于安全生产实行网格化监管的实施方案》落实好部
门安全职责。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各部门要做好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对在排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落
实隐患整改制度。

加大安全培训演练力度。会议要求重点对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消防法及各种消防器材、应急避
险知识进行培训，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应急能力。

加强值班值守制度。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党员
干部夜班带班和监控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发
现的隐患和问题做好登记和报告，消除隐患。

文 旅 资 讯

本报讯（史春开）12月4日是第九个“国家宪法
日”，12 月 2 日至 8 日是第五个“宪法宣传周”。近
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宪
法学习宣传活动，教育引导局直系统干部职工和对
口服务企业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

举办宪法专题报告会。该局召开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举办宪法进机关主题活动，邀请
信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礼友律师讲授宪法知识。

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普法宣传学习活动。该
局组织市文化支队执法人员集中收看《习近平法治
思想中的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线上课程，营造了
执法人员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依托载体广泛宣传宪法。该局依托LED屏循
环滚动播放宪法宣传标语，开展宪法进机关、进企
业活动，组织局机关和局直系统各单位、文化经营
场所播放宪法宣传片，制作宪法宣传展板，并将内
容同步到市文广旅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大力
营造浓厚的宪法学习氛围。

参加宪法答题活动。该局组织局直系统近300
名干部职工参加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举办的“宪法
宣传周”法治宣传答题活动，通过在线答题加强宪
法学习宣传，增强宪法意识。

开展宪法知识测试。该局在局机关和市文化
支队开展宪法知识测试，以测促学，在局直系统营
造学习宪法的浓厚氛围。

增强法治意识
市文广旅局开展“宪法宣传

周”主题活动

浉河区鲍氏街位于今老
城街道和美广场后“中国茶都
茶文化第一街”周边，南起浉
河公园，北至东方红大道（原
县前街、大公馆街），东临统一
街（原观音堂街），西接信阳市
第三人民医院。全长 560 米，
整个街区呈 F 型布局。鲍氏
街老街区林林总总分布着信
阳老县衙（今浉河区人武部）、
文庙、周公台、倒坐观音堂等
古建筑，是老信阳著名的古街
区，也是申城历史文化的一张
名片。

《重修信阳县志》记载，乾
隆年间鲍氏街处有一街三巷：
即鲍氏街和鲍氏街东巷、鲍氏
街中巷、鲍氏街西巷。《河南省
信阳市地名志》载，新中国成立
后鲍氏街西巷改为民主路，
1966年改为东方红路，1982年
改为鲍氏街一胡同。鲍氏街中
巷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鲍氏街，
1966年改为兴无街（取自“灭资
兴无”），1982年改为鲍氏街二
胡同。鲍氏街东巷1966年改为
兴无街，1982年改为鲍氏街三
胡同。在鲍氏街居民生活中，
从来没有一、二、三胡同之说，
所有门牌统一标注的只有“鲍
氏街”。

鲍氏街始建于元代，最早
是元末镇守“义阳三关”的余姓
武将私宅，元灭后，余遂变卖城
内房产，迁居信阳城北长台
关。该街区逐步扩大渐成达官

贵人的居住街区。
关于鲍氏街名称的由来，

流传最广的是明末李自成攻
打信阳城之前，曾潜入城里刺
探军情。路遇一鲍姓大嫂怀
抱娘家侄儿，却让自己更小的
儿子地走。得知详情后，李自
成为大嫂良好的家风和情义
所感动，给这位大嫂一面旗
子，嘱其回去后立即插在自家
门头可保平安。鲍姓大嫂联
想到近日有李自成攻城传闻，
便告知四邻八舍。一夜之间
整条街家家户户都插上同样
的旗子。几天后李自成攻下
信阳城后，打到鲍氏大嫂居住
的街区时，看到满街门头都插
满小旗子，便绕街而行，秋毫
无犯。为了感念这位有情有
义的大嫂，人们将这条街称为

“鲍氏街”。
另据资料记载，明代已有

“鲍氏街”名称，其由来源于信
阳城南三里店鲍家山（今弘昌
运动城小区内）曾是鲍家祖
坟。鲍家后人发达后进城在鲍
氏街处购房置业，遂被人称为

“鲍氏街”。
无论鲍氏街名称是何由

来，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鲍氏
街是明、清、民国时期信阳城内
核心居住街区，街区刘、方、冯、
鲁、危、杜、乐、徐、孙、田、王、魏
等姓氏达官贵人深宅大院比比
皆是。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中书第”。
“中书第”建于明末清初，

是宣统二年（1910 年）内阁中
书（清代从七品辅佐主官文职
官员）刘子荣私宅。刘子荣
（1871-1925年），字镜珊，信阳
城鲍氏街人，清光绪十七年
（1891年）就读豫南书院，光绪
二 十 九 年（1903 年）乡 试 中
举。后任子贡祠高等小学堂堂
长、两等小学校长，清光绪三
十三年（1907 年）任信阳县劝
学所所长（教育局局长），亲定
学校章程，整顿学款，发展教
育，对信阳教育事业和培养人
才作出贡献，被誉为信阳学界
先导。清宣统二年（1910 年）
考 取 内 阁 中 书 。 民 国 元 年
（1912年），刘子荣当选河南省
议会议员，其所提议案，言辞
锋利，因此遭人枪击伤腿，见
者无不战栗。刘子荣却镇定自
若，笑言：“为三千万（当时河
南 人 口）同 胞 流 血 ，虽 死 何
憾”。民国四年（1015年）曾任
河南获嘉、南召和四川夹江等
县知事、县长。任上力革陋
规，开渠利民，通商惠工，赈灾
济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政
事之余，刘子荣著书立说，有

《壶园判牍》《中国旧闻》《巴蜀
闻见录》《辛亥日记》《七峰辞
啸庵诗》等数十卷文稿传世。
他的书法造诣深厚，笔力遒
劲，自成一体，“中书第”大门
上的牌匾即是刘子荣亲题。

“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子
荣在开封病逝，后迁葬信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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