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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克东海）7月 18日下午，上街区
实施“党报党刊漂流计划”倡议发
出之后，上街区委组织部党员把近
200份《人民日报》《郑州日报》等
报刊送到了联建的中安街社区党
支部，这些报刊将在社区老党员中
继续传阅。当日，上街区公安局党
委各支部、政法委党支部等 12个
党支部也给联建社区送去了报纸
杂志。

今年，上街区委组织部在“支部
提升年”走访调研中发现，不少社区
（村）老党员智能手机使用率不高，
网上学习难度较大，同时纸质学习
资料匮乏，有不良读物占据阅读时

间；部分老党员身体原因，不便参与
集中学习。另一方面，各机关单位
党组织订阅有充足的党报党刊，干
部职工阅读学习之后，存在大量的
党报党刊闲置浪费现象。

为解决存在的问题，全体区直
机关党组织每周将阅读过的党报
党 刊 收 集 整 理 ，送 给 联 建 社 区
（村）；社区（村）党组织通过走访捎
带、设置小区或者楼栋免费取阅点
等形式，分发给辖区内有阅读需求
和能力的老党员。联建双方也可
按照便捷、精准、高效的原则，根据
实际情况创新赠送和分发方式。
据了解，活动第一期从即日起至
2019年底。

上街区启动党报党刊漂流计划

盛夏，骄阳似火，河南曲剧发
源地登封市颍阳镇李洼村的文化
广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热闹
非凡，村文化大舞台的专场折子戏
及村民们沿路搭台的“颍阳地摊
戏”唱响村庄，庆祝河南曲剧诞生
93周年。

抑扬顿挫的唱腔，轻盈欢快的
身段，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民
间艺术家们将一个个曲剧人物表
现得活灵活现，不时迎来在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俺村人爱唱戏、好唱戏，不管
大人小孩都会来上一段，农历六月
十三既是河南曲剧的诞辰日，也是
李洼村的古刹大会，每年这个时候
方圆附近几十里的戏迷朋友们都
会来俺村唱戏，一来交流经验，二
来继承发扬老前辈们爱唱戏的光
荣传统。”李洼村村民李贯通说。

据史料记载，登封市颍阳镇李
洼村是河南曲剧的诞生地，1926
年农历六月十三日，由李洼村李氏
族长李祖白先生倡议，在这里演出
的临汝人把高跷曲子搬上了高台，
这是曲剧第一次登台演出，曲剧由

此诞生，河南曲剧自此从这里发展
到全国，成为河南第二大剧种。后
来，经过李洼村民的传承和发扬，
2009年李洼曲剧被列入登封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3 年被郑
州市公布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经济发展必须有乡风文明支
撑，村里开展这样的活动很接地
气，今天俺还被评为村里道德模
范，今后我仍要为我们李洼村经
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发挥余热，
弘扬正能量。”81岁的道德模范李
作舟坚定地说。

“借今天曲剧诞辰日这个特别
的日子，李洼村对 6位道德模范进
行表彰，用身边故事感染身边人，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引领乡
风文明建设。”李洼村村支部书记
王道强说，今后，将利用好“曲剧发
源地”这个金字招牌、做大做强万
亩核桃产业基地，同时，借助李洼
是豫西抗日根据地第一仗战斗地，
着力打造红色生态文化游项目，争
取早日把李洼村建成美丽、富裕、
宜居的新农村。

“曲剧村”里唱曲剧
曲剧“闹”热李洼村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李妍 文/图

夏日周末，太阳落山。新郑市
辛店镇史庄村文化广场，数十个村
民围坐一起，听一位老师讲课。

从黑板上的乐谱音符看，这是
一堂音乐课。

“之前唱过卡拉OK，总是跑调，
今儿个老师一讲，才知道发声要用
气，不能光用嗓子。”村民史改云是
个音乐爱好者，听课有了新收获。

“音乐是最生动、最方便、最容
易普及的文化形式。乡村音乐课
教村民唱国歌、唱红歌，普及音乐
知识，提高欣赏水平。”讲课的王文
英说，她是新郑市一家中学的音乐
教师，也是新郑市文联文化下乡志
愿者。

当天，由新郑市文联组织开展
的“乡村音乐课”，同时在辛店镇、观
音寺镇、新建路街道、新华路街道开
讲，不少学员携家带口听课提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在梨河镇陈庄村，来自郑州
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的音乐老师刘
新锋正在教大家学习国歌的唱法，
课堂上，男女老少庄严肃立，手握
曲谱，神情专注。

“国歌是今年音乐下乡第一
课。”新郑市文联主席岳建华告诉
记者：“作为中国人，唱好国歌是我
们首先应该做的。今年又是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唱一次，情感升
华一次，对祖国热爱就增加一分。”

乡村音乐课没有人群限制、
音 乐 基 础 限 制 ，人 人 都 可 以 参
与、学习。新郑市希望通过音乐
净化人心，促进乡风改善，通过
乡 村 音 乐 课 引 领 向 善、规 范 行
为、凝聚力量。

“乡村音乐课”于今年夏季持
续开展，每节课两个小时，将陆续
在新郑各村、社区教学。

乡村音乐课
本报记者 张立

近日，中牟县姚家镇组织机关干部、村组干部、社区矫正人员开展
了一场“以演代练”的防汛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摄

七月的盛夏，高悬的太阳仿佛有着晒化一切
的力量，马路上散发着炙人的灼热。在这样的炎
炎夏日中，小区高楼间的盈盈一绿,仿佛是这烈
日下的精灵，吸纳着顽固不化的暑气，抚慰着疲
惫郁躁的心灵。

如今每当走到英才街苏屯村安置社区旁，就
会被路边那片苍翠欲滴的草坪所吸引，这里仿佛
与城市喧嚣隔绝，驻足此处，只觉翠色环绕，令人
心旷神怡。而这片风景便是惠济区江山路街道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为
周边群众在这炎炎酷暑中送去的一片绿色海洋。

曾经的英才街两侧建筑物杂乱，空地杂草丛
生，生活垃圾暴露，建筑垃圾堆积，环境一片狼
藉，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和群众居住心情。针对
此情此景，江山路街道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宗
旨，以“序化、洁化、亮化、绿化”为目标，以“打造
优美人居环境”为主题，发挥街道党员志愿者模
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意识，养成文明

习惯，着力营造人人理解、人人参与的文明氛围。
街道集中人员对英才街、天河路、坡阳路等

辖区主要路段进行了区域性环境提升,加班加点
清运生活垃圾、清理卫生死角、清除道路两旁和
居住区内杂草以及各类垃圾，划分规范停车位，
更换破碎路板和井盖，对小区内的栏杆、路灯、健
身器材等进行维护，设置围栏，规范道路，并在苏
屯安置社区楼前的空地上铺上了翠绿的草坪，在
坡阳路上打造了景观带。

如今再走上英才街和坡阳路，映入眼帘的不
再是废砖旧瓦、垃圾杂物、乱停乱放。取而代之
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和随风摇曳的绿色，放眼望
去，目光所及皆是风景。辖区群众纷纷表示：“有
了这片草坪和景观，出家门就有了个纳凉休闲的
好去处。”也有群众笑称：“一出门就是风景，这才
是向往的生活!”草坪上孩子的欢笑，社区中美景
的温馨，是江山路街道对辖区群众献上的最真挚
的礼物。

绿草盈盈皆风景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崔璐 张梦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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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紫荆山
路与东西大街交叉口，南北相对称的
巨型屏幕光影交错，动感逼真。绵亘
蜿蜒的灯带、璀璨夺目的楼体、流光溢
彩的景观树彩灯，展现风格各异的靓
丽“夜妆”。

夜晚的郑州楚楚动人，一幕幕夜
色的蜕变，正在悄然发生，注入全新的
脉动与繁华，展现着别样的夜之魅
力。通过灯光闪烁和颜色渲染，让人
感受到尊重和尊贵，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紫荆山路与东西大街交叉口附近
是河南地区黄金珠宝批发市场集中

地，珠光宝气，流光溢彩。管城区按照
全市统一要求，本着“以人为本、绿色
环保、经济实用”的方针，坚持“简约大
气、温和舒适、节约精致、疏密有致”的
基本原则，对商城路、紫荆山路、陇海
路、西大街、东大街进行夜景亮化提
升。建立夜景统一控制平台，推行低
碳环保、高效节能、安全舒适的新型
LED节能光源，用琥珀色的点点灯光，
营造有安全感的温暖意境，精心打造
城市夜景。

“留住城市记忆，彰显历史元素，
展示悠久历史文化。同时，把握时代
之光和现代风采，打造东西大街、紫荆

山路构成的黄金十字架，一路繁华尽
显。”管城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设计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细化，整体
风格与二七区、金水区和中原区衔接，
基本达成一致。

土生土长的沙先生，目睹夜景
一 天 比 一 天 漂 亮 ，由 衷 感 到 自 豪 。
他希望挖掘文化底蕴，重点打造高
水平的亮化示范路段和示范街区。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点亮大街
小巷，方便市民夜间出行，让民生更
有温度。

在体委东街，施工人员正抓紧推
进管线和楼体照明亮化。北下街街道

新华社区党支部书记曹振国介绍说，
经过前期拆违、硬化和美化，体委东街
得到综合整治和提升，照明亮化正逐
步推进。

亮化给城市增添灵动和格调。
管城区切实加大督促力度，多班组
同时施工，已经完成东大街中凯城
市之光、西大街芙蓉苑、郑州银行、
郑州果岭主题酒店、北下街社区服
务 中 心 等 60 多 栋 楼 体 布 线 。 7 月
31 日前，照明亮化将全部完工，融
合“ 艺 术 审 美 、功 能 多 样 、安 全 便
民、彰 显 情 怀 ”为 一 体 的 街 景 风 貌
将陆续呈现。

流光夜放花千树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睿 巴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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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条主干道以外，城区绝

大部分道路以植物命名，这个地方
就是郑州高新区，在 99 平方公里
面积上，汇聚了枫杨街、翠竹街、梧
桐街、冬青街、长椿路、雪松路、春
藤路、石楠路、银屏路、金梭路……
光听名字，还真让人会以为是误入

“花园”。
生活在这样一座“花园”是什

么感受？“花园”里的大管家是怎么
让一年四季枝繁叶茂、绿意盎然的
呢？

“身边的公园多了，树木变密
了，鸟语花香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了，像是来到了‘植物园’。”家住春
藤社区的杨大爷对记者说。

柏油马路上干净平整，道路两
旁的桂花树郁郁葱葱，沿街防盗窗、
空调室外机、路口的电箱等建筑物

“穿”上了绿衣，鲜花点缀……看到
自家小区门前的新变化，家住桂花
街的赵增月深有感触：“以前小区门
前经常拥堵，人行道上也有车辆乱
停乱放，地上还经常看到果皮纸
屑。”

不仅仅是桂花街换了“新装”，
在高新区上班的小赵最近发现，每
天都路过的丁香里也有了新变
化。“道路两侧布满了五颜六色的
花卉景观装饰，两侧郁郁葱葱的树
木还用小红灯笼进行了装饰，漫步
街头，像行走在画卷中。”

还有科学大道、瑞达路、梧桐
街、玉兰街……游走在高新区的街
头巷尾，总能见到不尽相同的精致

绿化景观，各种颜色艳丽的草花、道路两旁高大翠绿
的行道树、街角充满野趣的绿地，给城市增添了亮丽
的色彩。

可别小瞧这些植物，为了让它们枝繁叶茂，“园
丁”们没少花心思：春天，浇返青水、施肥；夏天，修剪
塑型；秋天，喷药除虫；冬天防寒浇越冬水……

为了让周边居民能够更好享受到出门见绿、放
眼观花、四季赏景的美感和愉悦，来自郑州高新智慧
城市运营集团的“园丁”现场实地勘察，调研周边业
态、了解人群分布、分析地理特点、完善设计理念，力
争以最别出心裁的景观设计，打动每一位居民的
心。“从耐寒冷季型草坪到绿篱到矮花灌木再到高大
乔木的层次递进，还有造景花卉的广泛种植，视觉效
果越来越好，生态效应也越来越明显，每天都能看到
变化，我们心里也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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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
讯员 魏忠喜）在二七区正兴
街和解放路交叉口的公厕门
口，坐在轮椅上的赵大爷对管
理人员竖起大拇指：“我因为
身体不好，以前从来不敢出来
时间长，怕去上厕所，现在可
好了，咱这个残疾人厕位太方
便了！”

以往，来二七区老代庄绚
秋林游园的市民谈及绚秋林
的公厕，大部分都直摇头，厕
所面积小、厕位少、气味大是
最直观的印象。而现在的绚
秋林公厕，宽敞、明亮、没有异
味。男女厕位间各由原来的3
个扩大到 7个，增加了配备婴
儿料理台、婴儿马桶、儿童洗
手池的第三卫生间，厕内配备
了除臭设备、感应水龙头和扫
码取纸机等人性化的卫生服
务设施，公厕从内到外焕然一
新。

无独有偶，与兴华北街垃
圾中转站相邻的兴华北街公
共厕所整体徽派设计，宽敞整
洁，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干净舒
心的如厕环境。兴华北街公
厕原面积 36 平方米，升级改
造扩建后面积 118 平方米。
公厕改造注重以人为本，大面

积采用玻璃装饰，内部色调以
暖色调为主，吊顶加装暖黄射
灯，高低洗手池、洗手液、应急
门铃、烘手机、灭蚊灯、应急灯
等设施齐全，还设置有专门休
息大厅，摆放石桌石凳，栽种
绿竹花卉，“小清新”的环境让
人不敢相信是公厕。

小小公厕扮演着群众生
活中的“救急”角色，也是展示
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二七
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2018年以来，全区新建113座
二类及以上标准公厕，达到每
平方公里 5座标准，全区二类
以上公厕达到99.2%。

公厕“三分靠建设，七分
靠管理”，硬件提升后，软件
也要跟得上。目前二七区公
厕由原来的 6：00~22:00 开
放时间延长为 24：00，严格要
求保洁员按照“四净、五无、一
遵守”工作法，全天随脏随保
洁，同时加大公厕设施维修力
度，保证公厕干净无异味。目
前全区公厕均已列入郑州市
智慧公厕采集系统，每个公厕
公示有监督举报电话，市民在
微信公众号上面随时能就近
找到公厕，对公厕卫生设施有
意见的随时可以举报。

智能化公厕面貌一新

在惠济区花园口镇，有这
么一支特殊的志愿服务队伍：
他们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年
轻时风华正茂的他们扛过枪、
打过仗；如今在新时代的冲锋
号角里，他们又把一片赤诚播
撒 在 城 市 文 明 提 升 的 服 务 之
中。他们就是“退役不退志，退
伍不褪色”的花园口镇老兵志
愿服务队。

8时，已经在花园路义务劝
导交通近一小时的 64岁老兵李
全兴依然腰杆挺直，不断挥动着
手中的交通劝导旗。“我这人是

个热心肠，退伍后也闲不下来，
文明提升是件大好事，我还硬
朗，必须出一份力。”

为了迎接全国民族运动会，
惠济区花园口镇的十几个退伍老
兵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只“老
兵志愿服务队”。他们发挥老兵
模范作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
怕累”的军人作风精神，顶着烈日
骄阳，手拿扫帚、铁锹、垃圾袋，主
动清理村社院落、主次干道、小游
园绿化带和空地上的垃圾杂物；
每天走上街头，义务疏导交通秩
序，劝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倡导

沿街商户做好门前“四包”，并将
文明提升口号配以朗朗上口的革
命歌曲旋律，编排成“文明提升歌
谣”，进行广泛传唱。

在老兵们的带动下，花园口
镇“文明提升党员志愿队”“文明
提升青年突击队”“花园口绿城
志愿者”等近 10 支文明提升志
愿服务队建立，相继开展了“我
志愿 我参与 我承诺 我签名”千
人签名倡议、“我需要您一起温
暖这座城市‘七进’志愿服务”

“清洁家园，文明有你”等志愿活
动20余次。

永不褪色的“老兵志愿红”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李健 文/图

近日，杜岭街道在西里路
上建立“悦心驿站”，为环卫工
人、交警、志愿者等户外工作人
员提供如家般的温馨港湾。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