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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河岸边品渔家乐 去文化广场曼舞轻歌

黄河岸边渔家饭
26日晚，记者站在黄河堤上的来童寨

村看到，不少渔家乐饭店前都停满了车，
从市区开车赶到此处吃饭游玩的市民很
多。一家三口或者是五六个朋友坐在一
起，一边欣赏着夜色中黄河二桥的壮丽，
一边品味着渔家饭，欢声笑语阵阵响起。

“我们这里的黄河鲤鱼、小柴鸡、鲜炸
小白条等很受欢迎。到了周末，我们还会
找人唱歌助兴。”渔家乐老板李二伟对记
者说，入夏以来晚上来得人更多，这里有
吃有玩，还能看黄河，市民感到很新鲜。
家住花园路的陈先生说，他们一家经常来
这里，离开城市的喧嚣，让人倍感放松。
据了解，惠济区靠近黄河的乡村也办起了
很多农家乐和渔家乐饭店，夏日夜晚生意
兴隆，已经形成独特的沿黄河风景线。

农村夜晚奥运歌
二七区侯寨乡袁河社区新农村大舞

台,每晚七时，锣鼓准时响起，四邻八村的
戏迷、票友匆匆放下手中的饭碗，纷纷拥
向新农村大舞台剧场。

快板书《新农村喜迎奥运会》、民间小
唱《俺两口来把奥运赞》这些紧扣时代主
题的文艺表演，不时博得台下观众一阵阵
掌声。据袁河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袁聚财
介绍，袁河新农村大舞台是今年初建起来
的，共投入资金 600 多万元。富裕后的农

民迫切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社区
和工作队的支持下，村里把有文艺才能的
村民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文艺演出
队，开始是学唱传统的戏曲名段，后来又
发展到自己写词自己演唱，自娱自乐的新
农村大舞台成了竞技交流的大擂台，村里
还涌现了不少“名角”、“名唱”、“名作

家”。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家家都成了戏
迷，户户都有人会哼上几句，袁河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戏曲专业村。

文化广场人如潮
7 月 26 日晚 8 点，上街区武庄村的文

化广场上彩灯闪烁，乡村消夏纳凉舞会正

在举行，50 多位男女村民，穿着时尚的衣
裳，伴着音乐的节奏，跳起了优美的舞
蹈。一位姓吴的村民告诉记者，往年夏季
村民们无处可去，就在村头路边摆上桌
子，打牌下棋或喝茶闲聊。现在，村里新
建的文化广场，成了村民们消夏纳凉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一位刚跳完舞蹈的年轻女子还向记
者介绍说，村里办起文化广场后，从城里
专门请来了舞蹈老师教乡亲们跳舞。许
多村民学会跳舞以后，每天晚上都到文化
广场跳舞娱乐，用这样的健身方式消夏度
暑，十分惬意。

都市村庄集体舞
晚 8 点多，都市村庄罗庄附近的空旷

场地，成了附近村民的天然舞场，至少有
三四个“集体舞方阵”，正在轻歌曼舞。其
中一个跳集体舞的舞场，近百人排着整齐
划一的方阵，伴着街头霓虹灯和录音机里
传出的舞曲，男女老幼走着整齐的步调，
甚至连抬腿和点脚的节拍都毫无二致。
一曲终了，一曲又起，专业而又默契的舞
步赢得了围观者的声声喝彩。

“跳集体舞让我腿脚灵便，心态年
轻。”一位六十出头的大伯一边跳着，一边
兴奋地告诉记者。他说只要天不下雨，他
几乎天天晚上跟村里人一起来跳舞健
身。入夏以来每天晚上这里就成了村民
们的舞场。

26日晚，本报记者兵分几路，打探郑州附近乡村的消夏夜生活。令记者吃
惊的是，乡村景色之优美、空气之清新、夜晚之喧闹，丝毫不亚于都市。郑州附近
的农村，已经成了人们的夏夜休闲胜地。

小店热心“搭台”
民工纳凉“看戏”

本报记者 刘玉娟 实习生 赵晓培

昨晚，路过文化宫路与伊河路交叉口附近，大叔我看到
一家小百货店门前有一大群民工模样的人，正围着一台大
彩电在看节目，整个场面让大叔我想起了小时候农村老家
放电影的场景。

仔细看去，这家小杂货店前撑着两三把特大号的遮阳
伞，伞下摆着两张桌子，上面摆放着电视机、音响和影碟机，
正在播放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围观的民工兄弟个个瞪大
眼睛，看得全神贯注。的确，这些农民工白天顶着烈日在脚
手架上挥汗如雨辛苦劳作，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以不同的方
式寻找消夏纳凉的去处，能在这儿看影碟，也不失为一种好
方式。大叔我与电视旁边一个小兄弟攀谈起来，他说：“俺
是这儿的建筑工人，下班没啥事儿，来这儿看看电视。这家
小商店的老板人好，东西卖得还便宜！”

小店里卖的无非是些饮料、冰棍儿、烟酒之类，生意还
挺火，络绎不绝的顾客中，多是这些围在门前看影碟的民
工。女老板姓张，30 多岁的样子，人很热情。攀谈中她告
诉大叔我说，每天晚上七点多，她就在店前开始布置，撑起
伞，摆开桌凳，打开电视，不一会儿就会坐满人。她还说，前
两天晚上下大雨，路边的瓜农没地方避雨，都跑到小店门前的
大伞下避雨。为了方便这些雨夜过路的人避雨，她又多买了
几把大伞撑在店门前，并让店门外的电灯整晚都亮着。白天，
为了避免大伞等摆件占道影响市容，她又一一收起来。

“说实话，俺这么做，一方面能给白天干了一天活儿的
民工提供一个歇息娱乐的地儿，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的生意
捧了个人气！自从摆出这个电视机，人气旺了，俺生意也好
多了！”她一脸快乐地说。

郑州动车组
再添新成员

郑铁动车组将达13列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慕岩）郑州动车组
又添新成员。昨日，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车车辆段选
派20余名技术骨干，前往接收铁道部为郑州铁路局
新配属的7列CRH5型动车组，至此，郑州铁路局的
动车组将达到13列。

CRH5 型动车组与现在郑州铁路局运营的
CRH2 型动车组不同，车体铝合金构造，防火性能
好，设计寿命 30 年。同时为方便旅客逃生，这种车
型设置紧急逃生系统，在应急侧窗玻璃上部中间设
有红色敲击点，在紧急情况时，为保护旅客的安全，
方便旅客逃生，在应急侧窗上方行李架下面装有安
全锤，使用安全锤可以迅速敲碎窗玻璃。

据悉，郑州客车车辆段这次前往长春接收 7 列
动车组，预计在一星期内先接收5列动车组，并分成
三批返回郑州。

警方20分钟
抓获抢夺男子

本报讯（记者 陈思 通讯员 李智强）昨日凌晨，郑东新区
公安分局快速反应，合力围捕，20分钟将一抢夺男子擒获。

昨日凌晨0时20分，郑东新区公安分局接110指令：在
祭城镇相济路与新 107 国道交叉口附近，一男子抢走一女
子的手机后向北逃窜，该男子身高1.70米左右，身穿白色T
恤、红色大裤头。

接指令后，正在案发现场周围巡逻的分局武装巡逻大
队5号、7号、9号巡组火速到案发现场周围路口实施设卡堵
截，6号、8号巡组迅速到案发现场搜捕，祭城派出所赶到案
发现场增援。0时40分，6号和8号巡组搜捕到相济路与中
兴路交叉口附近时，发现路旁一男子与犯罪嫌疑人的体貌
特征、穿着很相似，并迅速将该男子控制。

经现场盘问，该男子名叫王大海，24 岁、南阳市唐河
人，现在郑东新区一建筑工地打工，他对抢夺他人手机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九旬老人告赢不孝子
本报讯（记者 张冯焱 通讯员 卫香香）以过继给他人为

由，不赡养母亲，昨日，九旬老人告赢不孝子，二七区人民法
院判令其子支付2004年9月至今的赡养费4510元，以后每
月支付赡养费300元。

金老太今年98岁，育有7个子女，目前跟随小女儿一起
生活，已卧病不起，大小便失禁，需要亲人时时在身边护
理。金老太曾于 2004 年 9 月 24 日和子女们签订赡养协议
一份，约定子女每人轮换照顾金老太两个月，如不能照顾，
按两个月 600 元生活费委托其他人照顾；医药费共摊。协
议签订后，被告齐康一直未按协议向母亲支付赡养费。

法院审理时，齐康称，自己11岁时过继给叔叔，按照民
间惯例，过继子女不再对亲生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法院认为，被告齐康辩称其已被过继给他人，未提供证
据证明，对此不予采信，判令齐康承担对老母亲的赡养义务。

军营又见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岳
金河 文/图）“八一”建军节快要到
了，薛让妮又要到部队慰问，顺便看
望她日夜惦记的兵“儿子”。

7月 25日上午，薛让妮带领一支
拥军志愿者小分队，蹬着满载慰问品
的三轮车，随同惠济区民政局、镇有
关领导，冒着炎热来到驻地某部开展
拥军活动，给子弟兵带去了她和姐妹
们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 500双鞋垫，
还有330袋洗衣粉及6大捆鲜嫩的韭
菜，给 23名优秀战士每人一套钢笔、
笔记本、毛巾，并带着生日大蛋糕，为
两名收养的孤儿和单亲家庭的兵“儿
子”过生日。两位兵“儿子”依偎在薛
妈妈身旁，吃着香甜的蛋糕，幸福的

笑容洋溢在脸上……
其实，薛让妮在 26 年的拥军生

涯中，先后收养了孤儿和单亲家庭的
45名战士为“儿子”。

薛让妮从 32 岁起就开始拥军，
至今从未间断过，在军营里不管年龄
大小、职务高低，一律喊她“薛妈
妈”。如今薛让妮组建的古荥镇个体
劳协的拥军志愿者小分队越来越大，
从惠济区发展到二七区、金水区、管
城区、中原区，有八姐妹跟着她拥军。

薛让妮为何迷上拥军？还得从
1982 年 7 月 15 日的一场车祸说起。
这天下午，在她的饭店门口，突然发
现一辆货车狂奔而来，连撞 10余人，
当场死了 3人，其中受伤的就有薛让

妮的父亲和弟弟。这时正好有驻军
的十几名解放军战士路过，很快部队
派来了救护车，火速把伤者送到部队
医院抢救。从这时起，薛让妮就对军
人有了很深的感情，每逢春节、元旦、
八一等重要节日，都要到军营慰问子
弟兵。

2000 年秋天，与她恩爱厮守了
30多年的丈夫去世，就是在这样的变
故面前，她拥军也没有停止过。由于
薛让妮拥军成绩突出，她的事迹被中
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
军报、郑州晚报等几十家媒体报道，她
先后被授予“郑州市劳动模范”、“郑
州市拥军模范”、“郑州市三八红旗
手”、“郑州市文明市民”等荣誉称号。

花甲老人
身轻如燕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王亚楠 文 李焱 图）
双脚固定在双杠的两头，头部朝下，利用腹肌和两臂
的力量，身体做 180 度的运动……王文轩老先生数
秒就完成了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迎来围观群众
的声声喝彩。昨日，记者在农业路某小游园采访了
这位身轻如燕的66岁老人。

在小游园里，王老先生先给记者展示了一下“倒
挂金钟”，又童气十足地告诉记者：“我还有更厉害的
呢。”说话间翻身到旁边的单杠上，连续做了五六个
腹部绕杠。王老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早上 5 点起
床，到小游园锻炼身体至 7 点半，日日如此，风雨无
阻。除此之外，老先生很喜欢骑自行车，和他的“骑
友”在这两年间骑车去了许昌和开封等地。

王老先生告诉记者，其实一年前，他还是位患有
心脏病和严重高血压的病人。去年 10 月他检查身
体发现血压已经高到 180，骑车过铁路桥都气喘吁
吁蹬不上去。从那之后，王老先生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除了练就了一身绝技，现在他的血压也恢复了正常。
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完全归功于每天的运动。”

去年 5月本报曾刊发郑州抗癌老英雄王杰，骑人力三
轮车自郑州出发，历经九日九夜抵达首都北京，一路宣传奥
运的感人事迹。如今奥运来了，89岁的王杰老人难抑迎接
奥运的热情，昨日又骑着三轮车从郑州五一公园出发，重现
当年“单车迎奥运”的壮举。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古天乐郑州行被袜网住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 唐 强 图

近段时期，光临郑州的明星屈指
可数，来了，媒体则摩拳擦掌——但
明星的光环不是总能带来美好回忆，
就如昨日为某袜业代言的港星古天
乐的郑州之行。

下午 2 点，记者按主办方通知赶
至采访地点，发现被安排在一个聚集
了近千名经销商的大厅内。正感疑
惑，被告知现场预留有媒体提问，时
间很充裕。

2点 30分，一身黑衣打扮的古天
乐在会场一侧露头，人们立马潮水般
涌向台口，现场顿时失控，所有人都
不再就座，直接踩踏登高，更多的人
则簇拥到主席台周围。

2 点 40 分，失控中，省会记者们
等来了 8分钟混乱不堪的“媒体访问
时间”。

“这两天娱乐圈很热门的一个话

题，就是李亚鹏打记者事件，你怎么
看……”古天乐先是表情错愕，沉默
后来了句：“不关我的事。”而主持人
更直接取消了这位记者的提问资格。

之后便是些诸如“请你到开封
吃小吃”“你为什么选择这家袜业代
言”之类的提问，高举着手却等不来
提问话筒的同行嘟囔：“这些人是不
是‘托’？”

2点 48分，主持人宣布到场的经
销商都有机会和古天乐合影，一时
间，欢呼声响成一片。所有人都莫名
兴奋起来，把古天乐围了个严严实
实，主持人放大嗓门：“都坐下！谁挤
取消谁的合影资格！”这一招真灵，现
场排起了三四十米的长龙。

2 点 53 分，拍照开始，主办方在
主席台上安排 8个位子，谁都想抢占
距古仔最近的那个，气氛一时紧张起

来。女粉丝在古天乐身边摆出各种
pose,或手搭古仔肩膀或做小鸟依人
状，或者偎在膝边，形形色色不一而
足，而古天乐始终如一面固定的背景
墙，只是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复杂
不好形容。

昨天，古天乐很肯定自己是第一
次来郑州，对这里没印象，其实 2003
年他曾来过，不知道这次实实在在当
了商家促销的“枪”，是否还会没印
象？

乡村消夏好惬意乡村消夏好惬意
本报记者 张 立 高 凯 安群英 陈亚洲 刘玉娟 靳 刚 实习生 时芳芳 文 李 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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