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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倩影 通讯
员 邵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应该大力宣
传。”10 月 10 日，在我市开展的敬
老月集中宣传活动现场，67 岁的
市民李建生看完《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页后如
是说。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热烈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
们迎来了全国第十个敬老月。为
增强社会各界的敬老意识，营造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
围，10 月 10 日，市老龄办在科技广
场开展以“孝老爱亲 向上向善”为
主题的敬老月集中宣传活动。市
民政局，25 家医疗、养老机构和市
卫健委等单位参加活动。

市民政局精心制作了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的宣传版面，宣传孝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市中心
医院、市中医院等 10 家医疗机构
开展了现场义诊活动，30 多名医
生携带血压仪、血糖仪等医疗设
备，为老年人免费体检。部分单位
向前来咨询的群众普及健康知识、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等。此
次活动，主办方共向过往市民发放
宣 传 资 料 200 多 份 ，设 置 展 板 33
块，布置横幅 25条。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通讯
员 董文蕾）10 月 11 日，记者从市
市场监管局（市散烧办）获悉，为持
续改善我市空气质量，动员和鼓励
社会各界参与散煤治理，最大限度
减少燃煤散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即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0 日，市市场
监管局（市散烧办）对违法加工、销
售、使用散煤等行为实行有奖举
报。经查证属实，给予举报者 100
元至 1000 元奖励。

有奖举报内容为：在“禁煤区”
内生产、销售、使用散煤（含洁净型
煤）的，在“禁煤区”外生产、销售散
煤的，经营性单位（商户）使用散煤

（含洁净型煤）的，洁净型煤生产企
业销售不合格的洁净型煤（或没有
包装的洁净型煤）的，向“禁煤区”
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洁净型煤的。

发现以上行为，市民可以“第
一时间”进行举报。

举报渠道有：电话举报，拨打
电话 12315 或 2977059 进行举报；
信件举报，通信地址是许昌市东城
区龙兴路创业中心 B 座 608 室；来
访举报，举报人可携带相关证据到
许昌市散烧办（龙兴路创业中心 B
座 608 室）进 行 举 报 ；邮 箱 举 报

（xcxbk@126.com）。
举报内容包括时间、地点、销

售情况等，证据可以是影像、录音、
证明、票据等。只要有明确的违法
交易信息，经查证属实，举报“禁煤
区”内经营型单位（商户）用煤每处
奖励 100 元，举报流动散煤经营车
辆每次奖励 500 元，举报散煤销售
网点、洁净型煤生产经营企业每处
奖励 1000 元。各县（市、区）散烧
办从受理举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核查处理举报事项；情况复杂
的，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后可延
长核查处理时间，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 记者李嘉 通讯员 王丽飒

如何让游子记住乡愁，让村民记住
村庄独特的文化和品格，见证村庄的变
迁？村志、“村报”等不仅能记录村史，
而且能“留”住乡愁。

襄城县十里铺镇侯东村、侯西村有
一 群 热 心 老 人 。 他 们 义 务 修 村 志 、办

“村报”，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留住乡土
文化根脉，传承乡风文明，为后人留下
宝贵的乡村记忆。10 月 11 日，记者来此
进行了采访。

一部村志，留住乡土文化根脉
作为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古村，

侯村文化底蕴深厚。1965 年，侯村分为
侯东村和侯西村。虽然一分为二，但两
个村的联系十分紧密。

村名是怎么来的？村里有哪些古
迹 和 民 间 传 说 ？ 村 里 出 过 哪 些 名 人 ？
这些问题，有些村民有所耳闻，有些村
民，特别是年轻人有些茫然。

不过，在《侯村村志》中，这些问题
都可以找到答案。翻开这本村志，记者
看到里面记录了侯东村和侯西村的“前
世今生”。

提起这部村志，主编李子俊说，侯
村历史悠久，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
如 果 不 整 理 并 保 留 下 来 ，就 很 可 能 消
失。记录村史，留住乡土文化根脉刻不
容缓。

2017 年 10 月，受外地乡贤高波所作
的《侯村史话》启发，在村“两委”的支持
下，村里几名热爱文化、热爱家乡的老
人，特别是退休教师吕振离、耿创、李漫
涛、耿广恩、王振、王华新等人，在高波
和李子俊的带领下组成了编辑部，义务
编纂《侯村村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名最大
80 岁、最小 65 岁的老人开始了长达一年
的辛苦工作。他们到处收集资料，到村
民家里查族谱，寻访了解过去情况的老
人……

没有经费，参与编辑的人员和在外
经商、工作的同乡进行募捐。一年后，
这部《侯村村志》终于出版。

《侯村村志》除大事记外，正文有 14
个章节。全书记载了侯村从战国晚期
至今 2000 多年的历史。内容上，《侯村
村志》记载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
俗等方面的演变与发展。大到国家政
策、法规，小到村中的点滴小事，《侯村
村志》中应有尽有，被村民称为“百科全
书”。

“村志是一个村庄发展的缩影，记
录了乡村建设的宝贵经验，为村庄和后
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忆。”该村 66 岁的村
民贾怀章说。

“村报”成传承乡风文明的载体
《侯村村志》出版后，参与编纂的村

民没有停下脚步。为了更好地挖掘侯
东村和侯西村的历史，2019 年 2 月，以参
与编纂村志的人员为主，侯村文化联谊
会正式成立。怎样更好地留住乡愁，传
承 乡 风 文 明 ，成 为 他 们 思 考 的 一 个 问
题。

“ 这 几 年 ，村 里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过去，大家除了干农活儿、外出打
工 外 ，闲 下 来 就 是 打 麻 将 、侃 大 山 ；现
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越来越丰富。特别是文化广场建好之
后，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等成为很多村
民的新选择。”参与编纂村志的退休教
师耿创说，如今，乡风越来越好。

怎样传承乡风文明？

面 对 这 个 问 题 ，大 家 决 定 办“ 村
报”。2019 年 3 月 30 日，第一期“村报”

《侯村文化》印发。如今，“村报”已办了
4 期，成为很多村民闲时争相阅读的读
物。

“村报”的版面虽然有限，但内容包
罗万象：侯东村和侯西村的历史文化、
村“两委”的日常工作、村民活动、村民
摄影、村民随笔、村民建议、种植“能手”
的好经验等。从一期期“村报”中，记者
可以看出，大部分作者是村民，讲述的
大都是发生在村民身边的事。

除了参与编纂村志的人员外，越来
越多的村民关注《侯村文化》，一些在外
谋生的村民也积极参与。“内容朴实，文
字浅显易懂，我们看得懂，也喜欢看。”
在外工作的村民王炳勋说，过一段时间
回一趟村里，看看“村报”，了解一下村
里发生的事，感觉很亲切。

“村志是对文化的整理，更是村民
可 以 代 代 相 传 的 精 神 食 粮 ；‘ 村 报 ’是
一个载体，可以将村里的新鲜事、好人
好事传递给村民。文化给我们村带来
的 新 变 化 ，让 我 们 感 到 欣 慰 。”侯 东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耿 中 续 说 ，村 志 和“ 村 报 ”
既 留 住 了 美 丽 乡 愁 ，又 滋 润 了 百 姓 心
田 ，对 传 承 乡 风 文 明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文化兴村，打造和谐文明家园
从村史到村志，再到“村报”，在侯

东村和侯西村村民的心中，文化兴村早
已成为一个梦想。丰富村民的文化生
活，打造和谐文明的家园是侯东村和侯
西村村“两委”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侯东村和侯西村村民的生
活 环 境 明 显 改 善 。 连 续 几 年 的“ 好 儿
媳”“好婆婆”评选活动，以及今年深入

开展的“兴家风、树村风、淳民风”活动，
大力弘扬了文明新风尚，村民的文明意
识明显增强。

两村涌现出了为儿子换肾、诚信还
债的“襄城好人”张焕，任劳任怨、义务
清扫侯东村大街的“襄城好人”尚挑云，
敬老爱亲、勤劳善良的“襄城好媳妇”张
好妮，对“植物人”丈夫不离不弃的张花
兰，见义勇为的张廷礼、李凌涛等。

正能量典型不断涌现，凸显了“环
境 优 美 、社 会 和 谐 、崇 德 向 善 、勤 俭 节
约、文明健康、移风易俗”的良好社会风
尚。

如今，侯东村、侯西村通过文化兴
村，使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村南的
大堤经过加宽、复高，被修成了平坦的
柏 油 路 ；村 东 南 2000 米 处 的 橡 皮 大 坝
水位提升 5 米，清澈的汝河水倒灌马黄
河，向东流入襄城公园；村南的汝河湿
地 公 园 被 规 划 成 景 点 ；村 东 南 壮 观 的
千 米 侯 村 大 桥 横 跨 汝 水 ，使 南 北 成 通
途 ；村 北 的 菜 市 场 附 近 出 现 连 接 禹 平
公路、洛界公路的十字大道，方便村民
外出、探亲、旅游、经商……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襄城
县十里铺镇党委副书记许俊德说，文化
兴村不仅将乡村的深厚底蕴挖掘出来，
形成特色，而且能使在外的游子团结起
来，共同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

襄城县十里铺镇侯东村、侯西村有一群热心老人，
他们修村志、办“村报”……

“留”住乡愁，传承乡风文明

《侯村村志》和《侯村文化》。 记者 李嘉 摄

我市开展
敬老月集中宣传活动

即日起，我市对违法
销售使用燃煤行为
实行有奖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