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王宁不慎将周口华裕实业有限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开具的周口恒
大名都房屋收据（编号：9040158，金额：
334432 元）、认购书丢失，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刘轶泽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 ，编号 ：Q411173377，出生日期 ：2017
年 3 月 2 日，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王雅婷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 编号：L411616523， 出生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商水县碧水港湾老年公寓不慎将
开户许可证丢失 ， 开户许可证号 ：
J5084000246401，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夏金花不慎将周口开元万达广场

16-2-2505 房的房款票据丢失 ， 票据
号 ：3947953（金额 ：10000 元 ）；票据号 ：

3947956（金额：191006 元），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周口市鑫利特种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丢失，编号：4116010022658，
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周口冠兴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豫

PT9957 （ 证 号 ：411620103256）、 豫
PM0851（证号：411620101892）道路运输

证丢失，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西华县国留馒头店营业执照副本
不 慎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622MA4805AGXE，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川汇区灵雅美颜化妆品销售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1602MA42HQ3A05 （注册
号 411602699113888），声明作废。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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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 醒醒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我市取得营业
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请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进行年报，否则将面临失信惩戒风险。

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市级级公公立立综综合合医医院院
周周口口市市第第六六人人民民医医院院

特特色色科科室室：：精精神神科科、、康康复复医医学学科科、、全全科科医医疗疗科科、、内内科科、、外外科科、、妇妇产产科科、、妇妇
女女保保健健科科、、儿儿科科、、预预防防保保健健科科、、急急诊诊医医学学科科、、麻麻醉醉科科、、医医学学检检验验科科、、医医
学学影影像像科科、、中中医医科科、、中中西西医医结结合合科科 咨咨询询电电话话：：00339944--778866551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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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志华：“热血家庭”22年共拿 6个献血奉献奖金奖
记者 任富强 文/图

������“邢老师又来啦？ 这么快就到时间
了吗？ ”6 月 18 日，川汇区七一路献血屋
的工作人员亲切地招呼着。

“邢老师”就是邢志华，退役军人，周
口市军休所第三党支部支部书记， 已有
22 年的无偿献血历程，共获得 3 次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其他荣誉不计其
数，这次是他人生中第 181次无偿献血。

提起第一次无偿献血， 邢志华仍记
忆犹新。2000年 4月，正在黑龙江省某部
服役的邢志华回周口休探亲假。期间，邢
志华和相亲对象王建荣约好去逛街，在
五一路恰遇流动献血车， 车上一条横幅

上写着“一人献血，全家光荣”，这八个字
看得他热血沸腾，在王建荣的鼓励下，邢
志华撸起袖管献了 400毫升血，从此，他
与无偿献血结下缘分。

献出人生第一管血后，邢志华和爱
人互相鼓励， 他们又计划着下一次，就
这样坚持到现在。 时间久了，邢志华和
王建荣夫妻成了七一路献血屋的“老熟
客”， 连工作人员都能算到他们来无偿
献血的日子，常常念叨：“邢老师两口子
该来了”。

在 2017 年全市无偿献血颁奖典礼
上， 组委会给邢志华的颁奖词里写道：
“17 年来，他献全血 6000 多毫升，血小
板 15000 多毫升，献血总量相当于一个
成年人血液总量换了五遍，如果按救助
一个病人平均需要 800 毫升计算，这些
血液能让 262 位生命垂危的病人重获
新生。 ”为此，邢志华还获得“模范退役
军人”“全市年度公益”等奖项。

夫唱妇随。 邢志华、王建荣在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中相互扶持， 感情笃深。
22 年来，王建荣也获得 3 次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在他家里，夫妻二人将
满满一箱献血证和荣誉证书搬了出来
向记者展示，摆满了一张双人大床。

“其实，献出 400毫升血对于我们健
康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对于急需
血液救命的患者来说，那就意味着希望。”
王建荣深有感触地说。 在相濡以沫的无
偿献血道路上， 只要接到血站告急的电
话，夫妇俩总会义无反顾地奔赴而来。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邢志华正在
读大学的女儿也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
中。 邢志华说，从 10 岁起，女儿就看着
他们一次次献血，那时候天天嚷着要跟
着献血，学着父母帮助他人。

在人口大省河南，像邢志华一家三
口这样同时献血的并不多见。 “当她踏
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 我郑重告诉她，
你成年了， 可以像我们一样帮助他人
了。 从此，她第一次尝试了献血，并慢慢
坚持下来。 ”邢志华自豪地告诉记者，现
在读小学的儿子也同姐姐一样，经常嚷
着也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他时常告诉
儿子：等你长大，会有那一天的！

22 年坚持无偿献血，在邢志华夫妻
看来不是大事。邢志华认为，无偿献血会
刺激人体造血功能更加旺盛， 加速血细
胞的生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无偿献
血能降低和延缓疾病的发生， 献血后会
降低血液黏稠度， 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

亲属、配偶将获得免费用血的机会。
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对于邢志华来

说， 受益更多的是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又多了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 邢志
华在他们“0 型血无偿献血微信群”里结
识了很多正能量的人，多年来，他们影
响上千人加入献血队伍，他们一起加入
保护母亲河的巡河护河志愿者、高考爱
心送考志愿者、爱心助学志愿者、抗疫
志愿者等志愿者活动，用更多方式帮助
他人，成长自己。

在拿到 “角膜捐献志愿者登记卡”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卡”后，48 岁
的邢志华在自己的日志里写下：鲜红是
一抹炫目的色彩；滚烫是一股升华的气
息；热血是一种大爱的责任；奉献是一
种无私的精神。 无偿献血，让我的生命
价值再次升华……

“你的愿望是把无偿献血这件事做
多久？ ”邢志华毫不犹豫地回答：“作为
一名献血者， 多献一份就多帮一个人。
22 年只是时间数字， 只要身体允许，我
们全家都不会停下来， 即使我 60 岁后
不能献了，但我会力所能及去宣传无偿
献血，让子孙们把献血延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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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亲
������河南省商水县巴村镇吕刘村一组村民刘四营于 2003年 11月份在西安市打
工期间好心收留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女子，该女子述称张艳妞，1970年 10月 4日
出生，至今未办理户口登记，给其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请有知情张艳妞家庭情况
的社会爱心人士及其家人及时联系告知。 联系人：刘四营，电话：13938074204。

2022 年 6 月 25 日

周口市商务局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
������根据《周口市成品油零售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现将周口市淮阳区 2022
年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如下：公示期 7 天。 如有疑议，请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前
将有关材料反馈至周口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联系电话：0394—
8219617。

规划地址：淮阳区葛店乡 G344 与 S216 交叉口西南角。
周口市商务局

2022 年 6 月 25 日

抓好政策落实 促进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昨日，记者

从全市 2022 年度第一轮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行业帮扶政策落实“回头看”工作
动员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有
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重点工作，以乡村振兴实际成效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全市农业稳产保
供、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今年
上半年，我市住建、民政、医保等相关职
能部门积极落实行业帮扶政策，全面排
查“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及其他民
生帮扶政策落实方面存在的短板和问

题，更好、更快发挥好行业帮扶政策惠
民利民作用，推动全市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进一步抓好农房、 危房提升改造，
进一步优化调整医疗保障帮扶政策推

进落实、 做好高额医疗费用监测预警、
做实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结果排

查整改、 落实好 2021 年度国家和省级
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加强
养老服务体系和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建

设、健全残疾人福利和帮扶体系、综合

施策兜住因疫因灾遇困群众基本生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兜底保障成效

明显……统计数字显示，市住建部门今
年上半年严格按照省、市《农村低收入
群体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

案》，采取住房安全巡查、走访摸排、加
强部门协调联动和数据共享等措施，积
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对全市 1410 户
已明确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的危房积极实施改造。 同时，对照《河南
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

法（试行）》职责分工，督促各县（市、区）
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院编制农村住房

图册，并针对每类宅基地类型编制设计
方案，全力抓好农房提升。 持续开展农
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对全市排查出的
4530 户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及时
整改，持续落实好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
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整治提升活动， 以农村人居环境
“净起来”为目标，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实现村庄干净整
洁有序。

市医保部门今年上半年按照省、市
相关文件精神，起草并自今年 5 月 1 日
起执行《周口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实施方案》， 对我市脱贫
攻坚期内医疗保障帮扶政策进行优化

调整，明确困难群众依法参加医疗保险
将按规定享受资助，享有三重制度保障
权益；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对特困
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实行大
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支付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按
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经基本医
疗保险、 大病保险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
负担仍然较重的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等
群体按规定实施救助， 进一步夯实医疗
救助托底保障功能； 建立重点监测对象
参保台账，按月与民政、乡村振兴部门对
接，推动落实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依托医
保信息系统， 对城乡所有参保人员和重
点监测对象的医疗费用支出情况进行监

测，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因高额医疗费用
支出导致基本生活严重困难人员的研判

和预警工作， 对乡村振兴部门反馈的全
市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疑似问题数据，
逐项落实、逐人逐条核查，确保反馈问题
信息全部“清零”。通过一系列政策落实，
持续巩固全市脱贫攻坚成果。

市民政部门持续聚焦易返贫致贫

人口，落实好低保边缘家庭重病重残人

员“单人保”、低保渐退、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等政策， 并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再次提升全市农村
低保标准，将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由每月 490.1 元提高到每月 546 元 。
另外， 通过加强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进一步提高敬老院专业照护水平和
兜底保障能力；通过加强儿童福利保障
体系建设， 进一步提高社会散居孤儿、
集中养育孤儿等人群的基本生活最低

养育标准； 通过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进一步健
全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残疾人福
利和帮扶体系，推动农村重度残疾人集中
照护服务工作落实落细；通过积极组织动
员基层民政干部、村（社区）组织、社会救
助协理员、社会工作者等力量，做好重大
疫情灾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下的临时救助

工作，综合施策兜住因疫因灾遇困群众的
基本生活；通过民政兜底保障政策的全面
落实，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成果。各行业各职能部门要严格落实帮扶
政策， 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让弱势群体、 脱贫群众的生活更上一层
楼，推动全市巩固脱贫成果上台阶、乡村
振兴开新篇。 ②7

让红色基因和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记者 普淑娟 马月红

“我要将红色基因和良好家风世代
传承，始终坚守初心、牢记历史、铭记党
恩，永远跟党走。 ”近日，有着 48 年党龄
的 70 岁老党员施保德告诉记者，“我虽
然退休多年， 但对党的信仰始终未变，
初心使命永不忘。 ”

施保德 ， 柴岗乡塔湾村五组人 ，
1951 年 11 月出生，高中文化，1971 年 2
月参加工作，197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2 年 5 月退休。家庭生活中，他注
重言传身教，处处身体力行，严格要求
自己，成为子女的表率。 久而久之，子女
也就知道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塔湾是扶沟
县的革命老区，也是扶沟县革命的发源
地。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
争， 该村先后有 500 多人参加革命，18
位革命烈士血染沙场，为国捐躯。 塔湾
村涌现了扶沟县第一名中共党员施裕

民，在毛主席家做过客的河南省原民政
厅厅长施德生，黑龙江省原农业厅厅长
施济恩等几十位老一代无私奉献的革

命家。 1992 年，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
功伟绩，激励后人砥砺前行，村民自发
捐款， 建成了占地 6600 平方米的烈士
纪念塔、纪念馆、烈士陵园、广场等。 陵
园里安葬着 18 位塔湾籍烈士和 6 名无
名烈士。 塔湾人没有忘记先烈，自筹资
金修建烈士陵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受
村上乡亲所托，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
强力支持下，施保德同志担负起修建柴
岗乡塔湾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重任，成立
了扶沟县塔湾红色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并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 他组织村上退

休老教师和热心人成立班子， 整资料、
筹资金、作规划、建展厅，为弘扬革命先
烈精神，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努
力。 筹集资金方面，他们不摊派、不强
行，全靠自觉自愿，捐款倡议书发布后，
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塔湾籍人士的积极

响应，村干部带头捐，教师捐，党员捐，
全家捐，甚至建档立卡贫困户也踊跃捐
款，彰显了塔湾人崇高的思想觉悟。 在
这次捐款活动中，施保德带领一家三代
人捐款 15000 元。 目前已筹集资金 38
万元，展厅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扶沟县塔湾红
色文化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施保德组
织举办了首届塔湾村春节团拜会，村民
们欢聚一堂，畅谈家乡巨变，共谋发展
规划； 组织附近学校学生开展清明节、
烈士纪念日祭奠活动；后续计划出两本
书，一本是《红色塔湾》，主要内容是汇
集革命先烈和老一辈参加革命者的英

勇事迹，另一本是《塔湾七十年》，主要
讲述塔湾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施保德表示，要
把塔湾革命烈士纪念馆打造成柴岗乡

的一张靓丽名片，使之成为柴岗乡乃至
全县政治思想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把塔湾建成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促
进塔湾经济发展。

践行孝道，家庭和睦。 施保德家有
弟兄六个，从不以人多示众。 他经常告
诫家人，能给村里帮忙的要帮忙，要帮
正忙，不帮倒忙，不给村里添麻烦，不干
涉村里行政事务。 施保德是长子，弟兄
中的老大。 几十年来，弟兄几个和睦相

处，虽有过争论，却没有红过脸。 自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弟兄几个的
承包地一直连在一起，一起耕种，一起
管理，一起收割，就像一个小小的生产
队。 家庭和睦，父母高寿。 其母 2014 年
去世，享年 86 岁，其父今春刚刚去世，
享年 94 岁， 生前是塔湾村男性中年龄
最长者。 弟兄几个在赡养老人方面十分
尽心，为保障老人热不着冷不着，冬天
去郑州，夏天回老家。 在郑州生活时，老
人待在老六家的时间多一些， 每次到
那，都要为老人买新睡衣，换新被褥。 老
人回来就住老大家，住正堂屋，安装有
空调，还给老人准备的有轮椅、手推车、
坐便椅。 老大把家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
净，该硬化的硬化，该绿化的绿化，是村
里数得着的文明户。

施保德老伴叫朱秀 ， 文化程度不
高，但知书达理，善良勤劳，自嫁到塔湾
后，与左邻右舍的关系相处很好。 因婆
母身体不好， 患有精神分裂症疾病，所
以在整个大家庭中，既是嫂子，也心甘
情愿承担着婆母职责，不论是筹钱让兄
弟上学，或是迎娶弟媳，照顾生孩子的
弟媳，善待侄子侄女，大嫂没说过二话。
几个兄弟媳妇都很尊重她，说几天不给
嫂子打电话，心里就好像少点啥。 大家
庭分开后，她也没得清闲，为了支持孩
子工作，包揽了所有家务。 几十年来，她
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

重视教育，改变家境。 施保德祖辈
父辈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但深知文化
的重要， 在过去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毅
然供晚辈上学读书，加上堂弟，有 1 人

初中毕业 ，3 人高中毕业 ，3 人大学毕
业。 长子施保德是老三届学生，因大学
停招未能继续深造， 但一直心藏大学
梦，1972 年第一次到开封，孤身一人跑
到当时的河南师大看了又看。等到小弟
兄们上学的时候，他是全力支持，再后
来到了儿女、侄子侄女上学，也倾注了
大量心血，除了出钱资助，还把他们送
到学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报效
国家。现在，他的子女辈中，已有 2 个研
究生毕业，8 个本科、大专毕业，孙子辈
里也有 1 个正读大学。几十年的艰苦奋
斗， 家庭正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进
步而进步，家庭已由农耕之家逐渐变为
书香门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施保德在思想
上一直告诫自己，晚年也要保持先进本
色，不能当落伍者。 他很重视对下一代
的思想教育， 无论见面交谈或是打电
话，总是要给孩子们说，要好好学习，要
听话，要遵守纪律。 其侄子施现伟、外甥
杨耀南参军入伍， 他都给予大力支持，
鼓励他们接受锻炼，保家卫国。 如今，其
侄子已是四期士官，服役 15 年，是连队
的优秀士官，2008 年汶川大地震， 随部
开赴前线救灾，后受到嘉奖。

施保德的家庭，是千千万万家庭中
普通的一家、平凡的一家，没有轰轰烈
烈的事迹，没有十分富裕的生活，但一
家人相亲相爱、相互支持，在红色文化
战线上用党史滋养党性， 传承红色基
因， 传播红色文化， 发扬红色传统，把
“育家风”融入日常，将“好家风”拓展延
伸，在“好家风”的滋养中收获幸福。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书法之乡河
南省郸城县， 疫情影响跨省现场书法
交流活动， 但隔不断我们书画名家与
书画爱好者的情谊， 我们这里书画名
家现场书写、 全网直播订购， 共赏墨
宝， 大家共享。” 6 月 23 日 ， 郸城县
文广旅局发挥政策优势开辟的郸城书

画院推广交易平台正火热运行， 柴玉
环等 10 多名主播在各自的直播室言语
流利、 非常专业的推广书画 （如图），
助力郸城墨宝搭乘 “直播快车” 香飘
全国。

郸城县文广旅局局长赵腾彬告诉

记者 ， 郸城县于 2008 年荣膺 “中国
书法之乡” 称号。 全县有国家级书协
会员 26 人 、 美协会员 9 人 ， 省级书
协会员 80 人、 美协会员 26 人， 还有
大批市级、 县级会员， 全县研习书画
者 3 万多人， 书画爱好者 20 多万人。
书画培训班、 装裱店、 画廊以及书画
直播间在郸城遍地开花 ， 无论是商
铺、 茶馆， 还是酒店， 公司， 书画作
品更是抬头可见 ， 书画艺术非常普
及、 市场也异常活跃。 近几年受疫情
影响， 书画交流活动日趋减少， 该局
发挥政策优势、 搭建交易平台， 开辟
“艺术品+电商” 模式， 聚商业大咖 、
书画名家、 直播网红等为一体， 成立
了郸城书画院， 吸引寅虎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 创立艺术品拍卖品牌 “淘
墨 ”， 着力打造郸城县互联网传统文
化新名片。

记者从郸城书画院寅虎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了解到， 该书画直播基地占
地近千平方米， 展厅、 创作室、 直播
间、 装裱间、 会计室、 办公室、 会客
室、 仓储间、 网络部等一应俱全， 拥
有 20 多人的工作团队。 每天不间断直
播， 直接服务于全国近 200 名书画家
（其中郸城县书画家占三分之一）， 为
书画家们提供作品的包装、 推广、 销
售、 装裱、 物流等一条龙服务。 崔传
明、 牛怀堂、 孙光锋等书画名家正在
现场创作书画作品， 直播人员从铺纸、
润墨、 书写作画、 现场装裱、 打包装
箱的全过程直播， 让网上下单者全流
程知悉自己所采购的作品是真正出于

名家之手 ， 以真人 、 真迹 、 高质量 ，
守护着中国书法之乡的品牌声誉。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 像我这个年
龄从小学就开始练习毛笔字， 从教几十
年从未丢手， 再加上请教名家指点， 也
写了一些作品、 获得过一些奖项。 如今
县里搭建这个平台很好， 作品在网上交
流， 我也能学到更多名家的先进艺术。”
牛怀堂老家在郸城县秋渠乡， 2014 年
被评为 “国家一级书法师”， 2017 年被
评为 “全国书画先进人物”， 2018 年从
教师岗位退休后， 如今是寅虎文化的签
约书法师。 牛怀堂老师现场创作的 “厚
德载物” 一下子被订了 10 幅， 但他很
谦虚地称这是网友的错爱。

今年 28 岁的刘降降虽然年轻， 但
干起装裱工作来干练、 细致， 将书画
作品铺展、 喷水化浆 ， 然后送入 150
摄氏度的装裱机， 5分钟时间压平、 烘
干、 成型。 刘降降说： “现在一个月
能拿 3000 多元工资， 最多的时候一天
就能装裱 150 幅作品。 我喜欢这个行
业， 喜欢陶醉于这些名家的作品中。”

“书画有价， 但中国书法之乡郸城
县的品牌无价， 我们感谢郸城县文广
旅局等部门给予政策支持， 绝对保证
遵守行规、 质量第一。 我们借助郸城
名家云集得天独厚的优势， 正在陆续
签约更多的书画名家， 搭建互联网书
画交易、 教育培训平台， 助力文化自
信 ， 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
力 。” 寅虎文化负责人崔传宇告诉记
者。 该平台每天销售额近 6 万元， 每
月 100 多万， 每年超千万。

“我们的粉丝量和关注量相对那些
‘网红’ 来说并不算多， 但我们这里都
是爱好书画的 ‘老粉’ ‘铁粉’， 并且
客户目标明确， 有时候网上下单、 又
加了微信下单， 下单率相对来说也会
比较高。” 柴玉环说， 直播间除了交易
功能， 也会受网友邀请讲授书画理论
知识、 赏鉴作品等。

赵腾彬说 ， 新形势造就新业态 ，
郸城县作为中国书法之乡的品牌影响

力深远 ， 书画创作者和从业者众多 ，
书画市场基础很好。 但是， 再好的作
品被疫情冲击得没有市场就显示不出

自身的价值 。 如今搭建书画直播间 ，
不仅让年轻的直播团队收获满满， 也
为传播书画艺术，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③10

郸城：中国书法之乡墨宝搭乘“直播快车”
记者 徐松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