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文物凝
结着中国共产党
的光荣历史，展

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
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成效显著，革命文物资源传承红色
基因、激发爱国热情的独特价值持续彰
显。商丘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
是重要的红色革命城市。红色革命遗址
众多，红色革命文化浓厚。近日，商丘
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共计 35处，其中，包括民权县秣
坡村党支部旧址、睢县睢杞战役纪念
馆、宁陵县烈士陵园等在内的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 20处。

“这些革命文物是我市文物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
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我们要切实把革
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
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良田介绍。

“这条路叫初心路，虽然只有 50 多
米长，但它在民权的党建发展史上留下
了很长的印记，映照着党员干部‘一心
为民’的不变情怀，激发了基层干部

‘担当奉献’的激情……”3月 31日，记
者走在民权县双塔镇秣坡村“初心路”
上，边参观边听讲解，革命先烈们浴血
奋战、顽强拼搏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2021 年 6 月被命名为第六批“河南省中
共党史教育基地”的民权县双塔镇水东
文旅小镇秣坡村，是我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红色教育基地。秣坡村历史悠久，抗
日战争时期成立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
该村以秣坡支部旧址为中心，打造成占
地 70 平方公里的综合性红色教育基地，
叫响了红色品牌。

清明时节的睢杞战役烈士陵园里，
松柏挺拔，随着微风吹拂，轻轻摇曳着
枝叶，似乎是在向人们讲述着长眠在这

里的英魂的故事。“睢县是革命老区，
睢杞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在中原地区
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兵团作战，是豫东
战役的一部分。”3月 31日，在睢县睢杞
战役纪念馆内，负责人汤海涛向记者讲
解睢杞战役的感人故事，如今，这里已
成为河南省红色教育基地。

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兴
建有烈士纪念碑、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
歼灭战纪念馆、烈士公墓和单体烈士墓
群，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社会各界人
士 60万人次以上。先后被国务院、中宣
部等部门批准命名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
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

我市像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
馆、民权县秣坡村党支部旧址等生动弘
扬红色文化的典型案例还有不少。它们
与教育互动、与科技联姻、与创意嫁接、
与旅游相融的创新性传播方式，让人们

触摸到有温度的革命历史。据统计，我
市红色革命遗址有 150多个，其中重要历
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66个。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投入，强化
红色资源的挖掘整合力度，红色革命遗
址得到有效修缮保护，相当一部分革命
遗址内涵丰富、建设完整、设施齐全，
逐渐走向成熟，每年都有大量的党员干
部学习教育在此举行。

在立足自身资源、强化革命文物保
护的同时，我市对 150多处红色革命遗址
进行再挖掘再整合再利用，推出“伟人足
迹”“红色经典”“初心使命”“革命烽火”
等红色旅游经典线路，开启红色之旅，重
温红色记忆，汲取精神力量，让群众在游
览中感受城市发展、感悟使命担当。

“革命文物资源是党和国家的红色
基因库，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是文物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王良田说。

乡村振兴在行动

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

我市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弘扬革命文化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娅飞

本报讯 （记者 翟华伟）“您
好 ， 请 先 扫 疫 情 防 控 码 再 乘
车。”连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
发现搭乘出租车时，必须先扫疫
情防控码，显示正常才能乘车。

记者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我市严
格落实出租车行业疫情防控措
施，要求乘客必须扫码乘车，驾
驶员可以拒绝不配合者乘车。

据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我市要求各出租车
公司所属的出租车必须在副驾驶
右门和后右门张贴“商丘市疫情
防控码”，实行一车一码，驾驶
员必须要求乘客扫码乘车，乘客

不积极配合的，可以拒绝乘车。
驾驶员凡是发现红码、黄码或者
行程信息标注*（14天内到过或途
径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应及时
上报所属公司，报警或及时送往
医院，以便对相关人员实施管控。

同时，我市要求出租车驾驶
员要按照 《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操
作技术指南》 的要求，采取预防
性消毒措施，做好出租车消毒工
作，保持车辆通风，每日清洗消
毒，驾驶员要注意个人防护，应
勤洗手、配戴口罩等。

此外，我市根据河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办公室通知要求，
出租车驾驶员每周必须进行 1 次
核酸检测，以确保安全。

我市严格落实出租车行业疫情防控措施

乘客须扫码乘车 不配合可拒载

本报讯 （记者 丁新举） 测
体温、扫疫情防控码、协助做核
酸检测……这是日前疫情防控中
志愿者刘升在卡点的日常工作。

刘 升 曾 服 役 于 武 警 上 海 总
队，退役后在我市民政部门工
作。刘升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
与各类公益慈善活动，并加入了
商丘市博爱联合会。2019年，刘
升被评为“商丘好人”。

自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刘升率先加入了疫情
防控志愿者队伍。工作之余他坚
守卡点，并先后向 40 余户困难家
庭提供了生产生活用品。主动参
加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行动。
被授予“商丘市直机关五一劳动
奖章”，被评为市“防汛抗疫优

秀志愿者”。
在 目 前 疫 情 防 控 的 紧 要 关

头，刘升又积极投身到一线，彰
显了他退伍不褪色的军人风采。

在做好社区防疫志愿者工作
的同时，刘升还心系困难群众。
双八镇朱庄村王新立全身瘫痪，
老父亲还患有脑梗和心脏病，其
两个孩子还都在上学。刘升为他
们送去了口罩、消毒水和米面油
等，还向他们传授防疫知识，提
醒他们要时刻做好自我防护。

“我们的社会面临疫情防控
和贫困等多方困扰，但是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社会就
会变得十分美好。作为一名退伍
军人，今后我将继续助人，为社会
增添一份正能量。”刘升说。

“商丘好人”刘升

防疫一线再展退役军人风采

本报讯 （鲍红丽） 阳春三月，
走进夏邑县桑堌乡大李庄村入眼之
处，绿树环绕，花草摇曳，清新的
空气扑面而来，让人瞬间忘却城市
的繁华与喧嚣。这样的村貌，得益
于该村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
的变化。

以前大李庄村基础设施不完
善，村民出行不便，村容村貌也
差。“现在村里的路硬化了，房屋
周围干净整洁。村里还设置了公益
性岗位，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居
住环境越来越好了。”4 月 1 日，大
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平军感慨道，

“近年来，村里的变化很大，出门
方便，生活环境好，大家的幸福感

越来越强。”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桑堌

乡广泛发动，引导群众变被动为主
动。通过大喇叭和发放宣传单等方
式，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强化群
众的“主人翁”意识，真正让人居环
境整治成为一种习惯。

为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综合利
用率，逐步实现桑堌乡垃圾处理资
源化、减量化、无害化，提高环境
卫生管理水平，该乡全面实施垃圾
分类，在每个村都放置了分类垃圾
桶，有专人收集运输到垃圾回收
站，做到垃圾日清、环境卫生。该
乡集中全乡保洁员组建 6 个管区 6
个保洁组，每个管区 20 人，每日

清扫马路、胡同等公共区域，保证
村庄干净整洁。

为长久确保整治效果，该乡还
通过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落实管护
责任和措施，发挥乡镇综合执法
队、村保洁员等队伍的作用，加强
日常监督管理维护，持续巩固整治
成果；除了定期开展清洁户、美丽庭
院创建活动，该乡还建立了积分管
理模式，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达
到一定积分即可到积分超市兑换奖
品，以此引导群众主动改善环境。

如今走进桑堌乡各村庄，房屋
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道路四
通八达，农家小景各具特色……一
幅美丽乡村的田园画卷铺展开来。

桑堌乡：美了村庄 乐了乡民
本报讯（朱光伟）3 月 31 日，春和日丽，民

权县老颜集乡薛桥村村民正在房前屋后、路
边植树。“俺村按乡里要求，提倡每户种植
林果树木 4 棵以上，村民都积极参与，目
前，俺村已植树 900多棵。”该村党支部书记
安汝志指着一排排整齐的果树苗介绍。

据悉，为切实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力度，老
颜集乡在 27个行政村组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开展多样化活动。

自开春以来，该乡发放宣传单 8000多份，
动员全乡村民 1 万多人参与，营造“人居环境
整治，人人有份”的浓厚氛围。同时，建立健
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五位一体”综合管护，
配备 30 支共计 200 余人的村级保洁队伍。乡
财政落实充足的长效管护经费，用于美丽乡
村建设和农村环境长效管护。27 个行政村建
立“一村一档”工作体系，实行“一村一策”，将
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整治由“短
期清脏”向“长效管护”转变。另外，该乡常态
化开展“五星家庭”“文明户”评比，实现乡风
文明与环境整治互促互进。目前，该乡已建
成“美丽庭院”150余户、“美丽菜园”示范户 80
多户。

老颜集乡

人人参与共建美丽乡村

本报讯 （记者 李 岩） 4 月 1
日，记者从市文化馆获悉，我市组
织 的 “ 喜 迎 二 十 大 欢 乐 进 万
家”——“中国梦 春之声 古城
美”诗歌朗诵音乐会成功入选国家
公共文化云播出计划。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推动国家公
共文化云网络直录播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和旅
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组织开
展了 2022 年第二季度国家公共文
化云网络直录播遴选工作，经过各
地报送和审核遴选，共有活动类 309
个、资源类 170 个直录播纳入第二
季度国家公共文化云播出计划。

本次商丘市文化馆报送的“中

国梦 春之声 古城美”朗诵音乐会
是采取实景录制，拍摄景点有睢阳
区古城北城门、壮悔堂、陈家大
院、穆氏四合院、范文正书院、文
庙、文昌阁、八关斋等知名景点，
还走进了新打造的景点月老宫、月
老祠等。在景点展示的基础上融入
诗歌朗诵、音乐、快板、表演等多
种形式，让观众在欣赏古城美景的
同时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

市文化馆将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与我市的旅游资源充分融合，形成
以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层
次、增强旅游魅力，带动文化产
业、促进文化繁荣的良好格局 ,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和旅游生活需要 ,真正达到以文化
促旅游的目的。

我市“中国梦 春之声 古城美”诗歌朗诵音乐会

入选国家公共文化云播出计划

本报讯 （张小曼）“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正值农作物种植的大好时节， 4 月 1
日，走进夏邑县李集镇梁庄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排排整齐的钢架大棚，在春季暖阳的照
耀下熠熠生辉。掀开保温卷帘，可以看到大
棚里已经种满了西瓜秧苗。“这次的瓜苗培育
得很成功，看来今年能有个不错的收成。”大
棚的主人老刘边查看瓜苗的长势边介绍。

据了解，该村近几年一直坚持以“红色党
建”引领“绿色农业”，在村支部引领下，越来
越多的党员干部、村民加入到了西瓜种植的
队伍中。目前，西瓜的种植已初具规模、效果
明显，这为梁庄村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李集镇党委书记吴卫兵表示，接下来，
该镇将积极构建“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
局，把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稳定产业规模，创新经营模
式。依托梁庄村大棚西瓜种植，统筹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周边村特色农产品种
植，打造千亩大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
农民增收推动全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李集镇

特色农业强起来

3 月 30
日，商丘火车
站工作人员对
站内消防设备
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清明节
将至，该站扎
实做好疫情常
态 化 防 控 工
作，给旅客营
造安全有序的
出行环境。本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邢 栋 摄

▶ 44月月 11日日，，市民在日月河景区踏青赏花市民在日月河景区踏青赏花。。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 44月月 11日日，，游客在宁陵万亩梨园游玩游客在宁陵万亩梨园游玩。。吕忠箱吕忠箱 摄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运河两
岸，春色撩人。最近，来商都广场
休闲健身的人多了，来帝和置业售
楼部看房买房的人也多了。在房住
不炒的时代背景下，帝和置业现在
推出的有哪些产品，购房人能享受
哪些优惠？下面，让我们走进帝和
置业，看看商丘楼市中的这个“三
好学生”吧！

好房源。据悉，帝和置业现主
推的房源有运河南岸的帝和云境、
运河北岸的帝和左岸香颂 2 期。帝
和云境西邻蔡河，北依运河，区位
优势不言自明。建筑面积 89㎡—
121㎡的双河景观三房，构建臻品三
室全明户型。运河北岸的帝和左岸
香颂 2 期主推 5 号楼，建筑面积 35
㎡—59㎡的全能小户型，总价 22 万
元起，月供 900元起即可轻松入住。

好优惠。帝和置业推出了交 2
万元订金抵 5 万元房款的优惠。为
了省去业主装修的往来奔波，帝和
置业特别推出了+1 万元送 10 万元
家装的助力置业行动。

好品牌。在商丘，说到“帝和”
堪称家喻户晓。位于神火大道与宜
兴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商都广场被市
民称为帝和广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成立于 2004 年的帝和置业秉
承“责任运营城市”的价值理念，深
耕商丘 18 年，不仅为城中心运河段
的硬化、绿化、亮化、美化付出了辛
勤劳动，更打造了商都广场、三商桥
等城市地标。运河两岸，长江路两
侧，水上公园、温莎阳光、左岸香颂、
海德公馆等相继建成和交付，提升
了 商 丘 人 居 水 平 和 商 丘 城 市 形
象。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 凌）

帝和置业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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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宁陵县柳河镇桃园关村村民在桃园
田间劳作。 徐华新 摄

▼ 4 月 1 日，村民在柘城县远襄镇万亩韭菜种植基
地整地育苗。柘城县大力扶持特色种植产业，目前已形
成以远襄镇为中心，辐射周边多个乡镇，流转土地 3 万
多亩，发展韭菜种植的产销服务链。 张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