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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近年来，
获嘉县中和镇积极探索农家书屋提质
增效新路径，不断充实农家书屋藏书
种类和数量，为阅读者打造优美舒适
的阅读环境，让农家书屋成为乡村文
化振兴的“充电站”。

4 月 11 日，记者走进中和镇北街
村农家书屋，温馨的画面映入眼帘，不
少村民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全神贯注
地阅读着各类书籍。村民卫奎香是农
家书屋的常客，喜欢阅读的她一有时

间就会前来看书，在放松心情的同时
又学到不少农技知识。“在农耕上遇到
一些困难，会到农家书屋找一些关于
农技方面的书来学习，既打发了时间，
又增长了知识。”卫奎香说。

为确保农家书屋规范运行，北街
村专门配备了图书管理员，负责农家
书屋的日常管理、图书借阅登记、书籍
整理等工作。“空闲时候，村民都会来
这里阅读、学习交流，老党员喜欢看一
些政治经济类的图书，养殖户和种植

户喜欢看农业科技类的图书，农家书
屋的图书也可以通过登记后，让村民
带回家里去看，按时归还即可。”北街
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宋亚茹说。

此外，农家书屋还成为了乡村少
年儿童的“第二课堂”。每到课余时间
和周末、假期，农家书屋里总能看到孩
子们手捧图书认真阅读的身影。当地
老师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前来开展课外
阅读活动，农家书屋内的童话故事、科
普百科、经典名著等书籍为孩子们打
开了广阔的知识天地，不少学生在这
里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课余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记者在中和镇采访了解到，农家
书屋不仅是乡村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截至
目前，中和镇全镇14个村已实现农家
书屋全覆盖，共藏书约30000余册。

下一步，中和镇将紧扣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将农家书屋同邻里互助小
院相结合，不断提高阵地建设标准，充
分发挥好农家书屋作用，积极开展阅
读活动，提升服务效能，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文化振兴
注入新动力。

农家书屋小阵地 文明之风润乡村

家长和小朋友们在农家书屋读书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为深化家
庭文明建设，护航家庭幸福健康，4月
11 日，由原阳县妇女联合会主办的

“幸福家庭门诊”揭牌仪式在该县人民
广场举行。原阳县相关领导及各乡镇
妇联主席、县直各单位妇委会主任、志
愿服务队全体成员参加活动。

据了解，“幸福家庭门诊”是集家
庭矛盾调解、心理健康咨询、家庭教育
指导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全县家庭
提供“一站式”关爱服务，以专业化、精
细化服务守护万家灯火。志愿者中既

有退休老干部，也有热心公益的爱心
人士，更有从事心理咨询、家庭教育、
法律援助、司法调解等领域的专业人
士，通过公益的连结凝聚在了一起，共
同致力于为广大妇女儿童维权服务，
为千万家庭问诊开方、幸福护航。

揭牌仪式上，原阳县委副书记杨
冬军说，“幸福家庭门诊”的成立，旨在
为原阳县千万家庭的幸福美满去苛除
弊、保驾护航。由广大爱心人士组成
的志愿服务队，每一位志愿者都值得
尊重，要不断探索服务模式，提升服务

质量，积极主动耐心细致，使“幸福家
庭门诊”成为了解群众急难愁盼的窗
口，为更多的家庭带去幸福和希望。
希望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共同发力，
发挥好服务质效，通过整合法律、心
理、教育等资源，为家庭矛盾化解、亲
子关系改善提供“诊疗式”解决方案。
要提高群众对“幸福家庭门诊”的认知
度和信任度，社会各界协同联动，鼓励
每个家庭主动参与，共同营造关注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良好氛围，为促
进家庭幸福、构建和谐原阳贡献力量。

原阳县“幸福家庭门诊”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 实习生
李雪莹）为了表达对残疾朋友的关
爱之情，4 月 12 日，市肢体残疾人协
会、市聋人协会联合大桥悦时代中影
好莱坞国际影城，共同举办了一场意
义非凡的公益观影活动，邀请 80 多
位残障人士前来观看电影《不说话的
爱》，为他们送去了一份特别的关怀
与温暖。

活动当天，影城工作人员早早做
好准备，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前来观影
的残障人士及其家属。市肢体残疾
人协会和市聋人协会的志愿者也积

极参与其中，协助引导大家有序入
场，确保每一位参与者都能顺利就
座。影城内洋溢着温馨与关爱的气
氛，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感受到了浓浓
的温情。

电影《不说话的爱》以其独特的视
角和感人至深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在
场的每一位观众。影片中所传递出的
爱与关怀，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大家的
心灵，也让残障人士感受到了社会对
他们的关注与理解。尽管聋人朋友们
无法直接听到影片中的声音，但他们
通过手语翻译老师的翻译和画面所传

递出的情感，沉浸于故事之中，时而露
出会心的微笑，时而被情节所触动。

据市肢体残疾人协会主席毛山林
介绍，此次公益观影活动不仅丰富了
残障人士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享受文
化艺术的机会，更彰显了大桥悦时代
中影好莱坞国际影城的社会责任感以
及市肢体残疾人协会、市聋人协会对
残障群体的关爱与支持。希望社会各
界能够给予残障群体更多的理解、关
心和帮助，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
享美好生活。

公益观影传温情
《不说话的爱》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李蕊 通讯员 董广）4月
11 日，记者了解到，目前，辉县市现有古
树名木 207 株，且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身
份证”。

“我们通过走访乡镇、街区、村庄、山
区等场所，目前已摸清辉县市现有古树名
木207株，其中一级保护古树名木89株，二
级保护古树名木44株，三级保护古树名木
74 株。”在百泉镇巡查保护古树名木现场
的辉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说。今年以来，该局把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作为让绿色“活化石”永葆生机的大事来
抓，通过开展普查，落实保护责任等方式，
使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驶入“严”轨道。

该局成立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走街串巷，深入山区等场所，对每株古
树名木进行调查核实，并详细记录经纬
度、坡度坡位、冠幅等信息，并为其挂牌，
记录树名、编号、保护级别、认领保护人等
信息。目前，207 株古树名木都有了自己
专属的“身份证”。同时，针对有些古树名
木出现病虫害和枯枝等现状，制订了古树
名木复壮项目实施方案，“一树一策”开展
古树名木保护和复壮行动，确保古树名木
健康成长。据统计，今年已有35株古树名
木接受了挽救性“治疗”。此外，该局还对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实施划片巡查管理，要
求相近的乡镇、林场、街区、自然资源所等
单位要主动承担起日常巡查管理的义
务。“我们还通过举办一些宣传活动，引导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古树名木的保护中，
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辉县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

保护古树名木
让绿色“活化石”
永葆生机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 实习生 李雪
莹）4月11 日，来自辉县市的几十名残疾
朋友来到凤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雨花敬
老家园老人助餐点，和这里的老人一起看
演出、吃大餐，然后在“中国好人”孔祥卫
的组织带领下，大家又一起来到潞王陵景
区赏樱花、看牡丹。

当日，在“中国好人”徐洁的带领下，
辉县市的几十名残疾朋友来到南张门村
雨花敬老家园老人助餐点。在这里，残疾
朋友和老人们一同观看了精彩的演出。
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残疾朋友
们也沉浸在这欢乐的氛围中，暂时忘却了
生活中的不便与烦恼。

演出结束后，“中国好人”孔祥卫和
“新乡好人”郑荣新还给大家烹饪了一顿
丰盛的大餐。餐食不仅满足了味蕾，更传
递着浓浓的关爱与温暖，让大家感受到家
一般的温馨。

饭后，在“中国好人”孔祥卫的精心组
织与带领下，大家一同前往潞王陵景区，
尽情欣赏春日美景。对于许多残疾朋友
来说，这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机会十
分难得。老人们也仿佛找回了青春的活
力，与残疾朋友们相互扶持，共同观赏着
每一处风景。

大家相聚一起
看演出 吃大餐 赏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