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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社区 感受新风貌
本报记者 高伟峰高凯

新社区，新面貌。一走进薛店镇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现场，记者就看到了这样的
场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住宅楼，一条条干
净整洁的水泥路，一张张充满自豪与喜悦
的笑脸……

“市里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统一
盖了新楼房，同步配套高标准的社区设施
和服务，改善了多年来老百姓的居住环境
和生活条件。”大吴庄村主任吴国顺深有
体会地说。村民吴玉中告诉记者，搬进新
房快半年了，可有时候感觉仍像在做梦一
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现在可好了，没
想到我一农民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搬

家那天我对老婆说，咱们家现在除了人是
旧的外，其他的全都要新的！”吴玉中的话
惹得大家捧腹大笑。“现在住进新房的村
民是喜，没住进来的是盼。”村主任吴国
顺告诉记者。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初期，村民们思
想上有顾虑，想不通，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
难。“发家致富，观念先行”，薛店镇从 2009
年开始，先后组织试点村群众代表 400 多
人，到天津华明镇、山东龙口等先进地区进
行实地参观考察，让事实说话。“以宅基地
换房子、大市场带动”等先进地区的新做
法、新经验强烈地冲击着群众的思想和观

念。“慢慢地村民们对新型社区从刚开始的
怀疑到后来的支持，再到现在的盼，思想上
实现了三级跳。”薛店镇负责人欣喜地告诉
记者。村民们的思想通了，发展模式定了，
社区的建设自然成了群众关注的焦点。薛
店镇为了建设好新型社区，高规格设计，严
要求建设，先后聘请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的
规划设计专家为全镇高标准编制了总体规
划，同时还对常刘、大吴庄等新型社区建设
试点村进行具体详细的规划，实施一村一
策、因村制宜，力争打造出新型农村社区的
精品工程。

在薛店镇常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地

上，记者遇到一位奇怪的老人，他每天都
要到建设工地上转一转、看一看。这位老
人叫刘铁壮，他说到这儿看看心里才踏
实。当记者问起新型农村社区时，老人一
脸兴奋地说道：“社区建成后，我们户户
都能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家家都要通
上天然气，社区里还有卫生室、文体活动
室、便民超市、学校和文化健身广场等，
城里人有的我们都会有。另外，村民们还
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想工作可以到村
口的工厂，想创业政府给咱提供贷款。我
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住进咱们农民
自己的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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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新郑市金牌导游李建红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 文 李伟彬 图

“奇怪了，怎么她现
在还不过来呢？”昨日，
记者来到新郑市黄帝故
里景区，却没有在约好
的地点见到采访对象
——导游李建红。正纳
闷之时，景区一位工作
人员带来了“游客们想
再 听 一 会 儿 ”的“ 消
息”。在他的引导下，记
者来到一位正在为游客
讲解的导游面前：落落
大方的仪表、面带微笑
的表情、不卑不亢的解
说 、适 时 恰 当 的 动 作
……她就是被誉为景区

“名片”的李建红。
李建红主要负责政

务讲解和培训导游。拜
祖大典日益临近，来景
区参观的旅游团更是络
绎不绝，她比以前更忙
了，几乎每天都是最后
一个回家。

其实早在8年前，李
建红就开始“忙碌”了。刚从事导游工作的她，对
各种各样的讲解方式、不断变化的旅游线路、内容
繁多的解说词心生畏惧。于是，她开始不断学习
与锻炼，

口含筷子、用眼睛微笑，揣摩讲解速度的快
慢，把握讲解的时间；查看书籍，以“讲解黄帝文化
问不倒，个个说起来都‘顺溜’”的标准要求自己，

掌握新郑历史、政治、文化、经济、风土人情等方方
面面的知识，不断扩充知识面。

渐渐地，李建红在导游这条路上，摆脱青涩、
走过艰辛、经历磨炼，逐渐成熟了，并以出色的表
现被评为了“金牌导游”。三月三拜祖大典、国际
旅游小姐相约新郑、除夕夜“祈福之夜”、大年初一
敬香祈福等活动现场都留下了她热情洋溢的声

音。上级领导、商界精
英、来自 32个国家的华人
华侨联谊会会长等，李建
红高标准的服务质量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各界人
士的一致好评。

“拼命三郎”是同事
送给李建红的“外号”。
来景区视察、调研、参观
的上级领导和商界、学界
名人，常常是行程紧、时
间短，怎样才能在解说中
囊括几千年的新郑文化、
道尽黄帝故都的历史脉
络？每次接到这样的任
务，李建红总是根据游客
的时间安排，一遍遍地修
改导游词，不停地试讲、
摸索，还让同事和游客为
她指出不足。白天，别人
还没上班，她就在景区练
习了一个小时；晚上，别
人都回家了，她还在办公
室里继续练习。

除了政务讲解以外，
她还肩负着对新导游培训的任务。“负责”是导游
时艳芳对李建红的评价：“她要求我们对中华姓氏
墙上前30位高频姓氏的起源、排位、人口数量背得
滚瓜烂熟，还必须准确指出它们在中华姓氏卧牌
上的具体位置。”她总说，作为导游，我们代表着新
郑形象，任何细枝末节都不能忽视，只有我们的工
作做到位了，才能让更多的人走进新郑。

始祖山发现珍贵药材
本报讯（记者 白云）新郑市始祖山是轩辕黄帝操

练屯兵之地，海拔 1100 多米，面积 4600 多公顷，植
物茂密。2005 年 1 月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经市中
药资源普查，已发现珍贵动、植物药材 100 多种，有
全虫、蜈蚣、首乌、金银花、枸杞等多种药材。为了
加强对始祖山的管理，新郑市人民政府发布了通告，
市林业局也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保护，禁止山民乱采
乱挖、乱捕滥杀，为生态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提供了
保证。

拜祖大典官方网站开通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明星）近日，记者从有

关部门了解到，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官方网站、手
机网站正式开通上线。

据了解，拜祖大典官方网站开通了“大典动态”、
“视频直播”、“热点图片”、“现场图片”、“中原访
谈”、“我的祝愿”等栏目，将通过图文、现场直播、
官方披露、现场采访报道等形式，及时、准确地发布庚
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权威信息。同时，官方网站还
集中展示历届拜祖大典的盛况。

据悉，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官方网站和新郑轩
辕黄帝故里景区门户网（www.hdgl.cc）均开设了网上
拜祖平台，让无法到达拜祖现场的海内外华人，在互联
网上实现拜祖心愿。

重奖14所农村敬老院
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为进一步提高农村敬老院

的服务水平，增强保障能力，近日，新郑市拿出 4.7万
元资金, 对该市14所农村敬老院进行表彰和奖励。依照

“硬件建设好、内部管理好、服务院民好、精神面貌
好、群众反映好”的标准，拟定量化了考核标准，每季
抽调各敬老院院长或工作人员参与检查评分，对全市敬
老院的管理服务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促。

奖励主要参考对各敬老院日常管理定期检查和日常
抽查情况，设一、二、三等奖，奖金从 2000元到 5000
元不等，让五保老人得到了实惠，社会满意度明显增
强，还有 4 所敬老院被省民政厅命名为省级文明（示
范）敬老院。

新郑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建

编读往来

生活资讯

春季着装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是指眼下这样的时节平均

气温不高不低，适宜指数较高，因此对衣物的讲究不如夏
天或冬天那般强烈，但对体质差的人来讲，乱穿衣多半会
被病毒或细菌乘虚而入，从而增加患病机会。而现代人
们对衣着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同时注重保暖御寒、增减
随意、美观得体、松紧适宜。

1.面料的选择
从养生保健的角度讲，要选择有一定的保暖性而又

要柔软、透气吸汗的衣料，如纯棉、纯丝绸的料子最适宜
做内衣内裤，对皮肤有保养作用，不会引起皮肤瘙痒症；
全毛薄花呢、女衣呢是春天套装的上好选料；全棉细帆
布、磨绒斜纹布、灯芯绒等也是上佳的春季服装面料，可
以做成各类休闲夹克、衬衫及长裤。

2.款式的选择
⑴风衣：造型线条流畅，衣领可敞可紧，腰可束可放，

能抵御寒意，增添自如，适合在初春的早晚穿着，或在春
雨绵绵的日子里穿着。 ⑵夹克衫：其款式特点主要是腰
腹部紧束，对襟用拉链连接。敞开能透气散热，拉上能防
风保暖。⑶西装：薄型挺括的西装是男士在春季最好的
选择；西装套装与套裙也是女士们在春天必备的服装。
⑷休闲运动装：穿上休闲的运动装，远足、打球、钓鱼，行
动方便，与大自然和谐，使人心身彻底放松。

（孙秀春）

生活窍门

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李伟彬 通讯员
吴建英 陶金召文/图）阳春时节，一曲曲优
美动听的旋律从新郑市实验小学的体育场
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充斥着整个校园，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孩
子们都展示着属于自己的课间快乐。据了
解，为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该校本着“参与
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活动的趣味性，锻
炼的实效性”的宗旨，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课间活动。

随着“老师，您辛苦了”、“同学们，我们来
休息一下吧”的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翘首企
盼的课间十分钟又到来了，《校歌》、《让我们

荡起双桨》、《爱拼才会赢》、《相亲相爱一家
人》、《我爱上学》等这些同学们喜爱的歌曲便
会在课间响起。同学们跟着音乐或唱或舞动
或谈论，缓解了课堂上的疲劳，以更好的精神
状态投入到下节课的学习中去。

上午第二节课后是二十分钟的大课间，
各班级师生会来到操场指定的位置，一起跳
起节奏欢快的“兔子舞”，不断地变换着队
形，研究着新的跳法，操场上一片欢腾。“兔
子舞”后，师生们会自发排队，饱含深情地唱

《中华民族》这首歌曲，并做起“手语操”，舒
缓自己跳舞之后高涨的情绪。小小课间，时
间虽短，却给师生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本报讯（记者 孙丽萍 通讯员 保泉 美
娟）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的
投入，农村中小学的校园环境和教学条件不
断得以改善和改进。昨日，记者来到新郑市
新村镇第二初级中学的多媒体教室，课堂
上，老师笑意盈盈地启发诱导，学生自由活
泼地发言，气氛很是活跃。

“以前只有上公开课时我们才有机会到
多媒体教室，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每节课都
使用多媒体，在多媒体的海洋里尽情畅游
了。相信有了多媒体，我们的学习会变得更
加轻松有趣。”该校九年级（2）班的肖东同学
高兴地对记者说。

“使用多媒体上课后，只要制作好课件，

我们整个备课组都可以循环使用，这样大大
提高课堂效率，节约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可以
用来教研、阅读”，“我们数学上讲的有些内容
比较抽象，光凭嘴说学生很难理解，而用多媒
体就可以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形象化、生动
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教数学的李老师提
及多媒体课堂教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据悉，该市本着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原
则和宗旨，积极落实国家关于教育方面的各
项政策和法规，切实保障教育经费的合理使
用，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向农村中小学倾
斜，从而达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均衡办学
的新理念，也为新郑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小小课间快乐无限

农村中学别样课堂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新郑郑风苑河畔垂柳青青，市民三五
成群，踏青问柳，好不惬意。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陈扬）近日，
在新郑市城区南部的空地上，工人们
正在紧张地施工。因为他们要为新郑
市的孤儿、流浪乞讨人员等弱势群体
建设一个“家”——新郑市社会福利服
务中心。它的建立，将使这些人住在
崭新明亮、设施齐全的“家”里过着幸
福的生活。

据了解，这个福利服务中心是郑州
市首个县级社会福利机构，也是一所集
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救助管理站、
少儿保护中心等职能为一体的县级社
会福利服务中心。2009年年初，新郑市
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建设工程获得国家
立项，被河南省民政厅列为全省12个县
级福利服务中心试点建设项目之一。

作为民政部首批建设的县级社会福利
服务机构试点项目，它从选址、规划、设
计等方面都经过了反复的论证。该中
心北靠双洎河，西邻郑许公路，总占地
面积 20亩，建筑面积 7885.79平方米，
投资1500万元，设计床位200张，3月11
日开建，建设工期260天。260天后，新
郑的孤儿、流浪乞讨人员等弱势群体，
将可以在这个专门的社会福利机构内
受到更全面的关爱。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中
心建成后，将有效保障特殊困难群体
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本
市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为实现新郑市
社会福利机构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郑州日报·新郑新闻》编辑：
你们好！我是新郑市的一位普通

市民。我想跟您交流一下作为一名读
者的感受。

偶有一日，我惊喜地发现，在《郑
州日报》中夹着一张《郑州日报·新郑
新闻》，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扑面而
来。于是立即放下其他的版面，迫不
及待地阅读起来：从“三届十次全会召
开”到“着力打造特色板块‘动力源’”，
从“十件实事，情暖新郑”到“蔬菜大棚

‘春’意浓”，再从“故里名人”到“工业
新年新气象”…… 我几乎是一口气、
一字不差地将一张报纸读完。这时的
我，如同站在始祖山顶，近期来新郑市
的大事小情，尽收眼底，尽揽于胸。

《郑州日报·新郑新闻》站在一个
较高的起点上：“新闻、综合、生活、影
像”四个版面，把握了新郑的方方面

面，且版面设计精美合理，内容丰实而
全面，语言精练，图文并茂，实在是一
份值得看的报纸。站在一位普通读者
的角度看，我想提两点自己的看法：第
一，如果遇有重大事件，如拜祖大典、
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会议，是不是可以
出专刊或特刊，以强化宣传的效果。
第二，平日里，我喜欢写些随笔、感想
之类的东西，我想新郑市也许有更多
的人和我一样，喜欢从自己的角度来
感悟新郑，能否不定期地为这些业余
爱好者开辟一小块儿交流的空间，促
使我们共同进步。

《郑州日报·新郑新闻》是新郑人的
报纸，新郑人也是最优秀的创造者和
最忠实的阅读者。

祝《郑州日报·新郑新闻》越办越
好！

夏荷

致《郑州日报·新郑新闻》编辑部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