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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俺这盘鼓队，最得感谢俺村里。”新
郑市观音寺镇唐庄村盘鼓队队长王改芹告诉
记者，做梦也没想到盘鼓队发展壮大得如此
迅速。

20多个头戴贝雷帽、身着卡其裙、脚蹬黑
皮鞋的队员们一字排开，英姿飒爽，随着令旗
一挥，顿时“击如雷、动如涛，舞中有鼓、鼓中有
舞”。“看我们这些姐妹像不像空姐？”王改芹问
记者。

王改芹说，这几年，村里经济发展了，
养殖合作社建起来了，万庄桥架起来了，村
里通水、通电、通行、通沼气……硬件搞起来
了，于是，村两委就琢磨着怎样让大家的业
余生活也丰富起来。经过调查了解，广集民
意，村两委决定：咱也搞个盘鼓队。

此后，村两委筹集资金 3 万多元，并带
领队员到郑州、洛阳等地遍寻名师授艺，抓紧
一切时间排练演习。

短短一年时间，唐庄村盘鼓队就叫响
了十里八村，演出费用由原来一场 400 元
飙升到现在的1000多元。有一次村里举行

“好婆媳颁奖会”，村支书董根林想着让盘
鼓队去闹闹，可谁知“人家”的行程早安
排到下个月啦！

“没生过气，没磨过嘴，大家心很齐。”
盘鼓队副团长兼旗手贾玲说道，“俺队里的
杨喜花和刘玲妞是妯娌，以前磕磕碰碰的，
老生气，自从进了盘鼓队，不吵也不闹了，一
门心思学本领，在家比着对婆婆好，现在村
里都把她们当榜样呢！”

盘鼓舞起来，文明新风吹起来！妇女
担了半边天，男人也坐不住了，把手中的牌
一扔，“厚着脸皮”就加入了盘鼓队。四鼓、
八镲、四个狮皮，围着盘鼓跳起舞。

慢慢地，唐庄文艺队也发展壮大起来
了。

书屋带来生活新气象
本报记者 高凯尹春灵

以天为幕，以地为台，高架上的狮子
欢腾跳跃，地上的憨狮戏球嬉闹，各种动
作一气呵成，让人眼花缭乱。当记者来到
新郑市八千乡二郎店村，看到的是一副狮
舞喧天的景象。

“听老人讲，我们村的舞狮起源于清
末，历时200余年。”二郎店村的女村长、也
是现任舞狮会会长李双文告诉记者：“当
时世道混乱，村内年轻人不事生产，赌博
成风，小则赌几斗米，大则赌地，造成妻离
子散、田地荒芜。舞狮的初衷是为了让年
轻人学好、走正道。现在我们村，不分男
女老幼，连家里三四岁的孩子都能舞狮
子。”

在二郎店村及周边广泛流传着一句
话：“喝喝二郎店的水，就会跷跷腿。”“跷
腿”是舞狮的基本动作。村里人说这话，
带着自豪；村外人说这话，带着羡慕与向

往。在二郎店，不管刮风下雨，一听到锣
鼓响，男女老少放下手中的活计，全都跑
去参加或观看排练表演，执著和狂热让人
叹服。

目前村里从事舞狮这一营生的以年轻
人为主，每年都会演出几十场，主要用于红
白喜事、开业庆典等。指着舞狮队获得的大
大小小的锦旗、奖牌、证书，李双文说：“逢年
过节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请我们去表演，特别
是正月间，没一天停过。”

现在的二郎店，民风纯朴，婆媳、邻里
关系和睦。大家农忙事生产，农闲事文
艺，专业队伍全年搞活动。“别看舞狮这活
儿挺累，可也有乐子，大家伙儿在一起，就
跟一家人一样，而且也不少挣钱。村里这
么多年都没有赌博事件了，甚至打牌的都
没有。”舞了一辈子狮子的张林昌老先生
说。

拿到第一笔奖学金，郑州大学西亚
斯国际学院学生张晨就开始思考，如何
合理利用这笔钱。多方比较，她萌发了
创业的念头，决定赶时髦——开网店。
此后，她开始游走在各大网络交易平台，
了解开店程序、规则，学习优秀网店的经
营模式，就像在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细
腻。

虽然前期做了功课，但开网店的
困难还是很多的。张晨告诉记者，实
际操作起来，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因
为网络消费的群体普遍年轻化，商品
的琳琅满目，不能找到特色，让她很
伤脑筋。

“自己喜欢什么就卖什么，我是女
生，也比较了解女生喜欢什么。”在和朋
友慎重商量后，她决定瞄准年轻女性消
费群体做经营，先以衣服、饰品、减肥药
这些好卖的商品为主，等到赚些经验后，
再做新的打算。

第一次进货让张晨记忆犹新。“进
货是很有学问的。我第一次进货价格要
比网上卖的高出一倍，当时可把我急坏
了。”张晨对记者说，为了尽量减少经营
中失误和避免经济损失，她买来了大量
网络营销书籍，边看边做手记，到现在，
做记录用的记事本已有厚厚一打。

网店成功开业只是创业成功的一
小部分，找准市场、有了销路，才能真正
收获成功。“找销路确实比较难，网店开
业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交易量，只有零星
的顾客逛逛，却没有顾客愿意买。”回想
网店开业初期，张晨脸上显得很无奈，但
她告诉记者，她很快找到了方法，那就是
发动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以同学介绍同
学，朋友介绍朋友，给他们最大的优惠。
同时去各大网站和论坛发布销售信息，
以吸引其他顾客。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随着张
晨的网店在网上名声和信誉度的不断提
高，每天的业务量也开始稳步上升。但
同时她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因抵不住行
家的“狂砍”，有些东西只能亏本出售，但
即便是这样，挑三拣四的顾客甚至还给
她信誉差评。不过，面对这些，张晨已经
不再像以前那样着急了，现在她开始学
着以顾客的身份、心理、需求等，来改进
自己的经营方式，以赢得更多顾客的好
感。

“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战胜自己！我
们是新一代的大学生，国家给我们这么
好的政策，只要踏实肯干就能收获成
功！”成功当上“网店老板”的张晨自信地
说。

吸湿性大
衣服更凉

夏季穿衣是否凉爽与衣料的吸湿性
关系很大，吸湿性大的衣料更凉爽。据
测定，气温在24℃、相对湿度在60%左右
时，蚕丝品的吸湿率约为10%，棉织品约
为 8%，合成纤维的吸湿率较差，一般不
到 3%。因此，真丝衣服、植物纤维的棉
布及纱绸很适合做夏季的衣服。

在炎热的夏天里，应尽可能穿透气
性良好的薄棉袜子，避免穿尼龙袜子，以
防给真菌造成良好的繁殖环境。

（孙秀春）

适当午睡
精神饱满

立夏之后昼长夜短更明显，此时顺
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睡眠方面也
应相对“晚睡”、“早起”，以接受天地的清
明之气，但仍应注意适当午睡，以保证饱
满的精神状态以及充足的体力。午睡
时应注意保持居室通风、凉爽。另外，虽
说夏季到来了，天气逐渐炎热，温度明显
升高，但此时早晚仍比较凉，日夜温差仍
较大，早晚要适当添衣。

（冯恺杰）

清淡饮食
调养胃气

立夏之后自然界的变化是阳气渐
长、阴气渐弱，相对人体脏腑来说，是
肝气渐弱、心气渐强。此时的饮食原则
是补肾助肝，调养胃气。夏季饮食宜清
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为
主，多吃蔬果、粗粮。平时可多吃鱼、
鸡、瘦肉、豆类、芝麻、洋葱、小米、
玉米、山楂、枇杷、杨梅、香瓜、桃、
木瓜、西红柿等；少吃动物内脏、肥肉
等，少吃过咸的食物，如咸鱼、咸菜
等。养护脾胃，最好能多进稀食，吃粥
喝汤，既能生津止渴、消凉解暑，又能
补养身体。此外，新鲜蔬菜水果能补充
足够的维生素、水和无机盐。

（冯恺杰）

盘鼓敲出
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陈扬 石丹

舞狮舞出
和谐新家园

本报记者 陈扬高凯 石丹

青春让心飞扬
网店成就梦想

本报记者 高凯孙秀春

百姓故事汇

“城里超市有啥我们村里也都有，进
城赶会添家用的年代也过去了，现在你想
买啥出了家门都能买到。”龙王乡铁李村
的杨伯伯高兴地说，购物不再东奔西跑，
农村超市便民利民。“以前冬天很难见到
绿色蔬菜，小卖部里卖的蔬菜不新鲜，而
且种类也不全，现在不一样了，什么时候
想吃，随时到超市里买就行了。”记者走进

铁李村超市，水果蔬菜、鸡鸭鱼肉、烟酒副
食等日用百货应有尽有。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今，农村
超市遍地开花，店内货品统一配送，进货
成本也很低。各乡镇、村里还有“一元超
市”这样的小饰品店，一些专门卖水果蔬
菜的专业化小超市也悄然走进了村民的
生活，极大地方便了农民购物。

新农村 新生活

超市营造购物新环境
本报记者 李伟栋

“有空了，我就来书屋看看书。”5月30日，
在新郑市和庄镇老庄刘村宽敞明亮的新农村书
屋里，村民刘长明正专心致志地翻阅《庄稼肥料
施用方法》一书，“以前，我总认为贵的肥料就是
好的，可收成不咋好。看了书后，才知道庄稼也

‘挑’肥料，撒化肥的学问还挺多的。”在他的旁
边，一个小学生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爱的教
育》，一位大伯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取下《今日
说法》一书，戴眼镜的年轻人抱着《果树病虫害
防治》一书看得正起劲……

“之前，村民无事干时喜欢打牌、搓麻

将。书屋办起来后，来这里学习的人越来越
多。”老庄刘村党支部书记刘遂军介绍说，为
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他们在 2006年配置了
书架、凳子、桌子等一系列“文化家什”；还购
买图书 3000 多册，并让它们在科普读物、文

化、科技、农业、党建等类别中“对号入架”。
很快，这些书成了村民们的“文化粮仓”。“之
前，村民们买书要到市区。现在足不出村，就
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书。”刘遂军介绍说，针对
该村养殖、种植较多的情况，他们专门买来

《鸭、鹅养殖技术》、《生猪养殖技术》等书籍为
养殖户和种植户“排疑解难”；外出务工、承接
工程的村民不断增加，《合同法》、《担保法》等
书籍也成了这里的“畅销书”。

村民们可以在书屋里阅读图书，还可以
按照规定借阅。“前几天，我养的猪病了，把我
急得不得了。我来到这儿查找了本书，然后
对症下药，猪的病很快就好了，让我挽回了损
失。”这是村民刘长发谈书屋给他带来的实
惠。自从村民和这些书籍搭上边后，不仅

“富”了脑袋，也“富”了钱袋。

弹指间，十八年的韶华在指缝间
悄悄地流逝。十八年来，新郑市苑陵
中学英语教师杨瑞红孜孜追求于三
尺讲台，她将一颗滚烫的执著之心献
给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
切的孩子”是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
追求的目标。“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的坚定信念，让她在教坛留
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
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
着他热爱孩子，相信孩子，关心孩
子 ， 了 解 孩 子 。” 杨 瑞 红 认 为 ：

“一双眼睛看不住几十个孩子，而
一颗爱心却可以拴住几十颗心。”
怎样爱学生？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
践中，杨瑞红总结出了“在学习上

因材施教，做学生的有心人；在生
活上热忱关怀，做学生的贴心人”
的做法。

杨瑞红所任教的班有个叫李涛
的学生，是个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孩
子，班里的同学都歧视他，他自己
也感到自卑，破罐子破摔，对学习
毫无兴趣，打架、捣乱成为家常便
饭。然而杨瑞红并没有放弃他，在
学习中，让他和学习委员一组，让
学习好的同学时刻帮助他，课下经
常给他单独辅导，培养他的学习兴
趣。在英语活动中，有意识地让他
参与，同时让同学们主动接近他，
和他一起学习、游戏。在生活上，
有一次李涛感冒了，家里又没有
人，杨瑞红主动给他买了药并倒热

水让他喝……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经过一段时间潜移默化的爱心
感召，李涛同学很感动，流着泪
说：“老师，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
习，当一个好孩子。”后来这个学
生振作起来了，英语成绩由原来的
50多分上升到80多分，经过后来的
不懈努力，以较好的成绩升入了高
中。不仅学习成绩提高了，在性格
方面李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
再自卑、孤独，脸上也充满了欢
笑。

爱是教育的灵魂，有了爱才能
唤起学生奋发向上的勇气、信心和
激情，才能冰释孩子心底的自卑，让
孩子们奔向健康发展的人生之路。
2000年，杨瑞红的学生李斌，由于母

亲病故，加上家庭比较贫困，连吃饭
的钱都没有。当时杨瑞红在学校做
饭，她就让李斌在她那儿吃饭，还经
常和他的家长谈他的学习和生活，
帮孩子树立生活和学习的信心。杨
瑞红的真爱感动了李斌，李斌在作
文里曾写道：“我虽然失去了母爱，
但老师对我的爱却抚平了我心灵的
创伤，这种爱让我懂得了感恩，让我
知道了怎样去爱别人，让我拥有了
健全的人格。”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真情的教诲、真心的关怀、真
诚的奉献，产生了“春风化雨细无
声”的育人效应，杨瑞红连年被评为
校级优秀教师、郑州市素质教育先
进个人。

又到一年
麦收时

芒种一到，布谷鸟已不分昼
夜地在乡村上空急切地鸣叫。
对农民来说，又到了一年之中最
忙的时节了。

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
晌”。收麦是乡村一年中最紧
张、最繁忙、最累人又是最喜悦
的时节。勤劳的人们不敢有丝
毫的懈怠，记忆中，那几天外出
的壮劳力必定回家，忙死忙活地
天天不得闲。割麦子是一件异
常辛苦的活。头上有烈日在烤
晒，地上的热风在蒸腾，金色的
麦浪在太阳下是那样地炫目耀
眼，不劳动也会大汗淋漓，更何
况人要弯着腰，左手揽抓着麦
秆、右手用镰刀，一刀一刀地去
割。一天下来，谁都会腰酸背
痛，浑身无力。而收一季的小麦
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行的。

现在，我漂泊他乡，成了真
正的游子。无法回家收麦，然而
家乡却时时萦绕心间，挥之不
去。日历一页页地翻过，父母一
天天地苍老。尤其是在繁忙的
麦收时节，对父母的思念和牵挂
更是强烈。于是我拨通了那个
熟悉的号码，我说爸，你和妈能
应付得了吗？我请几天假回去
帮忙吧。老爸笑了，小子，放心
工作吧！现在村里都用联合收
割机，快得很，麦子已经打得差
不多了……

通完电话，我不禁潸然，有
欣喜，也有欣慰，是啊，随着联合
收割机的普及，麦收已没有了先
前的慌乱和焦虑，虽然还是和老
天爷争抢时间，可是一切似乎都
有了把握。机械化的收割机从
一个多月之前就整装待发，跃跃
欲试，收割队从南到北，边走边
收割。收割机走到成熟的麦田
里，安安稳稳地站稳了脚跟，开
始摆开阵势热火朝天地行走、收
割、脱粒，一步步有序地进行。
如今的农民，只需要拿一个个大
大的口袋，在收割机的身后接收
哗哗落下的小麦就好，不用镰
刀，不用摔打，不用扬场，一切都
整合在一起。那刚才还一垄垄
耀武扬威的麦子，一会儿工夫就
乖乖地钻入一个个口袋里，只等
晾晒完，就可颗粒归仓。

已至“三夏”，早已机械化，
不用着急回家。（胡亚辉赵志强）

聊 天

春风化雨细无声
——一名教师的孜孜追求
本报记者 孙丽萍高凯 通讯员 彭晓军

生活资讯

香

距离端午节虽说还有几
天，但许多市民已开始包粽
子、买粽子，提前感受节日气
氛。

左图 顾客在超市购买
粽子。

下图 家人围坐在一起
包粽子，迎端午，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端午前夕 美粽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