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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王琰 李晓瑜

日前，我市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将通过加快培育发展慈善力量、鼓励培育慈善

组织等多项措施，推动慈善洛阳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我市出台意见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明年年底前力争基本实现村社互助基金全覆盖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
员 薛锦涛

近日，走进偃师区虎头山森

林公园，雄伟矗立的中原客家先

民南迁圣地纪念碑引人注目。

这是一座记录客家人南迁历

史的纪念碑。纪念碑以古朴典

雅、庄重大气为主要风格，坐落于

十七步台阶的两层方坛之上。十

七步台阶寓意客家先民从首次南

迁迄今已走过了1700多年的历

程。碑体总高13.6米，以浅粉色

花岗岩雕刻而成，正面刻有“中原

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13个

大字，基座四周是描述客家先民

南迁及客家人发展历史的浮雕。

这是一座让人思念家乡的纪

念碑。纪念碑以代表着“万姓归

宗”“宗地”的中国古代礼器“琮”

和家的象征“门”为主要元素，顶

部圆形碑体刻有祥云纹样，其上

是取自故宫华表“望君归”造型

的瑞兽，瑞兽面朝客家先民当年

离开故土的东南方向，寓意祖根

地父老乡亲盼望离乡的游子回归

故乡。

洛阳客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安锋介绍，客家先民第一次迁徙

是1700多年前的“永嘉之乱”之

后，当时洛阳城陷落，大批中原士

族、百姓举族南迁，史称“衣冠南

渡”。这次大迁徙的人数达百万，

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南迁。

后来，经过多次辗转迁移，客

家人遂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

衍，逐渐形成了一个在语言、民

情、风俗、文化等方面与中原汉族

既割舍不断又相对独立的客家民

系，分布在世界各地。

“君从哪里来？来自黄河

边。”生活在南方各省和海外各地

的客家人，讲河洛话，建洛阳镇，

修洛阳桥，世世代代怀念着故

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客家人

来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寻

根问祖，“根在河洛”已得到全球

华人的广泛认同。

2007年8月，在偃师举办的

“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汉魏洛阳故城是客家先民首

次南迁的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

出发地。2009年9月，来自世界

各地的客家代表齐聚偃师虎头

山，修建了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

地纪念碑，为全球客家人寻根溯

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地标。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9日，记者从世界客属第33

届恳亲大会筹备委员会获悉，本

届世客会期间，我市将举办特色

农产品展销活动，利用大会影响

力宣传展示洛阳优质农产品，提

升产品知名度。

本届世客会筹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已征集到12个

县区的上百种特色农产品，如洛

宁的苹果、酸牛肉、蒸肉，栾川的

板栗、猕猴桃饮品，嵩县的银鱼

酱、茵陈汁，偃师的银条、肖家香

料，孟津的石榴、酥梨等。届时，

筹委会将在嘉宾驻地等设置专

门的展销区域，各参展商将广泛

开展直播带货、品尝试吃等营销

宣传活动，向客家乡亲推介家乡

味道。

除了特色农产品，大会还将

设置相应的非遗展销区，产品涵

盖河洛澄泥砚、平乐牡丹画、朝阳

唐三彩、特色牡丹花茶等。

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

客家人寻根溯源的独特地标

洛阳特色农产品将亮相本届世客会

周澜涛先生与高苗
女士于公元2024年 10
月 10日正式结为夫妻。
长路携手，岁月悠悠，百
年琴瑟，共赴白头。

围绕群众要求迫切的产业帮

扶、环境提升改造、基础设施完

善、邻（乡）里中心功能建设等方

面，意见指出，要发展村社（社区）

慈善，实施“幸福家园”村社互助

工程，推动行政村（社区）设立“幸

福家园”村社互助基金，力争在

2025年年底前基本实现村社互

助基金全覆盖。同时，将困难群

众多样化需求和社区问题与社区

慈善项目相结合，实施“老年助

餐”“善美乡村”等项目。

在关注特殊群体方面，意见

指出，要聚焦“小切口”，充分发

挥慈善在保障改善民生中的积

极作用，实施慈善助老、助残、助

孤、助困、助学、助医、助退役军

人等项目，倡导慈善力量支持居

家养老、居家托残、医养结合等

项目服务。

明年年底前力争基本实现村社互助基金全覆盖

意见指出，要鼓励和支持开

展慈善活动，利用“中华慈善日”

“乡村振兴河南专场”等活动载

体，围绕老、幼、残、困等重点群体

救助和乡村振兴等，持续开展多

类型、多形式的慈善项目活动。

鼓励企业、乡贤通过捐赠、志愿服

务、设立基金等方式，开展形式多

样的捐赠活动。支持专业型或较

小的慈善组织根据需要组成统一

的募捐联合体，充分发挥不同类

型慈善组织的积极作用。

数字慈善包括在线上进行物

资和现金捐赠，也包括技术、创

意、知识等线上志愿服务，既丰富

了慈善内容，又拓宽了慈善渠

道。意见指出，要加快谋划数字

慈善应用，搭建洛阳慈善公益网

络平台，打造数字慈善新业态，提

高群众参与慈善的便利度。

搭建洛阳慈善公益网络平台，提高群众参与慈善便利度

慈善组织在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意

见指出，将加强政策支持和引

导，加快培育一批独立自主、行

为规范、运作有序、公信力强的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优先培

育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等慈善

组织，鼓励发展促进科教文卫体

事业、生态环境保护、社区服务、

应急救援和救助等专业型慈善

组织，重点培育枢纽型、支持型、

资助型慈善组织。

同时，鼓励有爱心、热心公益

的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与

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

通过设立冠名基金、冠名项目或

开展冠名活动等方式参与慈善。

鼓励城乡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业

主委员会建立慈善互助会，或与

慈善组织合作设立社区慈善基

金，推动社区慈善发展。

为方便困难群众获取慈善救

助信息，意见提出，加强基层慈善

服务平台建设，依托企事业单位、

邻（乡）里中心等广泛设立社会捐

助站点，建立慈善经常性社会捐

助网络，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开展

捐赠，加强慈善项目展示推介。

依托企事业单位、邻（乡）里中心等广泛设立社会捐助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