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民间文艺展演
新郑得仨奖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 通讯员 王煊）昨日，记者
从新郑市相关部门获悉，该市 3 支文艺队在 2 月 16 日的
郑州市2011年民间文艺展演活动中，摘得舞龙大赛一等
奖和二等奖、曲艺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该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阁老坟舞龙队和城关乡贾
庄舞龙队，以精湛的表演、娴熟的技艺、饱满的精神状态，
在众多比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舞龙大赛一等奖和二
等奖。而城关乡贾庄曲艺队以新农村建设发展变化为题
材的小品《犟媳妇买车》，以幽默、风趣、逼真的表演，荣获
曲艺大赛一等奖。

据了解，该市文广新局文化馆还在此次活动中荣获
优秀组织奖。

记忆中的年味儿
除夕之夜，爆竹声声，烟花在空中绽放，空气中弥散

着淡淡的焰火香味。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大家都忙着欢
送虎年，喜迎兔年。当热腾腾的饺子出现在年夜饭的饭
桌上，饺子的浓浓香味儿“引诱”着我的记忆回到了童年。

那时一到腊月，我就扳着指头算啥时候放假，啥时
候过年。在期盼中，首先迎来的就是小年。腊月廿三晚
上，母亲在厨房里忙着烙烧饼。烙好后，母亲就拿几个烧
饼放在灶台上敬祭灶神——俗称“祭灶”。母亲说，这天
老灶爷要上天报告一年的收成，烧饼是路上的干粮，老灶
爷吃好喝好了，就会在玉帝面前说好话，玉帝就会给人间
降福。

小年过后转眼就到除夕，吃完年夜饭，一家人围着
柴火炉，谈天说地，闲话家常。柴中还得有柏树枝或者柏
树根，围着柏木火炉熬夜就能活一百岁，称为熬百岁。奶
奶还说，三十晚上老鼠会娶媳妇，我们还听老鼠洞里有敲
锣打鼓吹喇叭的声音没呐。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此起彼
伏的鞭炮声就热闹起来。我们离开火炉，打起手电筒，挨
家挨户捡残留的鞭炮。天亮了，我们兜里装着大大小小
的鞭炮，给长辈磕头要压岁钱。

过年最热闹的还是看舞龙舞狮了。除夕伊始，龙狮
队就开始行动了，走门串户送吉祥。龙狮队在空旷开阔
的场地上和旱船队会合，做精彩的表演。花布缝制的龙
和草编织的狮子，在锣鼓喧闹声中飞舞雀跃，为新年增添
热闹喜庆的气氛。船娘子在旱船中和着船夫咿咿呀呀地
对唱、舞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觉得年味慢慢变淡了。就是农
村，也能感受到这些变化。村里的龙狮船和旱船队已没
人组织了，初一也见不到成群结队捡鞭炮的孩子了……
也许年味并没有变淡，只是我现在长大了，对世界不那么
好奇，对新年也没有了那么多的期盼。但是对于孩子，新
年还是有无法抵挡的魅力。

新年像一杯温热的牛奶，旧年如一块晶莹的冰块。
牛奶和着冰块，用记忆冲泡，喝一口，情不自禁地品味到
了那记忆中的年味，温馨而又沁人心脾。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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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从四面八
方走来的人群聚集在宽阔的炎黄广场上。
时针指向19点时，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圆舞
曲。没有人指挥，人们随着优美的旋律，整
齐地舞动起来，那是上百人的队伍啊，走步、
转身、扭胯……如同舞蹈的海洋。当三支舒
缓的舞曲过后，又响起名为《凯迪》的健身乐
曲，众人随音乐做起了健身操，简洁而优
美。一曲终了，在进行了短暂的整理运动
后，激情奔放的《好运来》奏响，人们热情地
蹦跳、伸臂、踢腿……那节奏感与力度、生气
与活力，让炎黄广场沸腾了。

看到广场那浩浩荡荡的锻炼人群，人
们不禁会问：这庞大的队伍是谁组织起来
的？告诉你，这原本是几个人的自娱自
乐。刚开始只是几个人在一起蹦蹦跳跳，
有人喜欢，不断加入。大家越跳越高兴，
人也越来越多，成为炎黄广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一台笔记本电脑、一组音响设备，就
是炎黄广场上这个舞蹈队的全部设备。虽
然有些简单，但由 200 多名市民组成的队伍
仍跟着音乐尽情地舒展自己的身体，释放自
己的激情，虽然舞姿不是很优美、舞步不是

很到位，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开心的笑
容。一曲结束，大家稍稍休息一下，便继续
投入到下一曲的舞蹈中。据领舞高姐介绍，
她们这个舞蹈健身队成立于 2008年 1月份，
时至今日，刚好成立 3 周年。“现在已经发展
到200多人的规模，准备成立协会。”高姐说，
音响设备是她自己带的，由于没有专门的指
导老师，一开始她们都是跟着视频学习，然
后再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慢慢地进行改编，
形成她们独特的健身舞蹈风格。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广场文

化活动，如一场及时的春雨，让人们在享受
欢乐之余，也充分感受到文明新风。“以前这
个时间就是在家看电视、打麻将，感觉生活
过得很是无聊，自从参加了广场健身队后，
我几乎每天都来，感觉生活过得很开心，可
以认识很多新朋友。另外，多锻炼不仅可以
增强体质，还可以顺便减减肥。”在炎黄广场
跳舞的明阿姨说。

如今，广场舞文化不但使群众跳出了健
康、跳出了美丽、跳出了和谐，更凝聚为一股
强大的文化推动力，推动着新郑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大跨越。

广场舞 舞动健康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李楠楠高凯

坐着按摩椅、哼着小曲、看着节
目，时不时地和伙伴们说上一两句
话……你会想到这种生活图景吗？
当你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定会
羡慕也会纳闷：这里的生活咋会这
样幸福？

“这是我们自己编的节目，你快
看看，又换下个节目了。”近日，在新
郑市光荣院里，坐在按摩椅上的吴
彦章老人按捺不住心中的高兴，笑
呵呵地指给记者看。其实不用老人
指引，一听到音乐变了，记者早就明
白另一个节目正在上演，早就将视
线移向正在跳舞的老人，可看到吴
彦章老人那“固执”的行动后，记者
还是把视线移到他身上又移到正在
跳舞的老人身上，“哄”了老人一
次。眼前的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虽说没有穿演出的服
装，虽然舞动的幅度不大，但他们
双手摇着扇子，和着音乐的节拍，
慢慢地踱着步子，那一招一式都算
得体大方。边看节目，吴彦章老人
边向记者介绍：“刚才那个节目叫

《光荣院的欢乐》，这个舞蹈是《十
送红军》，有七个老人都参加了，
他们都七八十岁了。那几个是俺光
荣院里的工作人员，整天给俺们做
饭、打扫卫生、看病……忙得很。
你看看，他们还给我们编排这么好
的节目。”

看看自编自演或者社会各界带
来的节目、扭扭秧歌、唱唱歌，这对
光荣院里的老人来说，并不是稀罕
事。天气暖和或者逢年过节，光荣
院里的老人就歇不住了，总想出点

“招数”让大家乐呵乐呵。可院长和
工作人员也闲不住。“这可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啊，他们参加了抗美援朝、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吃了多少苦，
能够伺候他们，我们感觉很光荣。”
光荣院的牛院长说出了肺腑之言。
为此，光荣院为老人配备了电视机、
暖气、按摩椅等硬件设施。硬件上
去了，软件也得跟上去。老年人腿
脚不灵便，可还需要运动，怎么办？
为此，院长和工作人员想出了“妙
计”：每天上午让老人们练习“回春
医疗保健操”，先开始，有些老人不
适应，不愿参加，可看到自己的同伴
活动的场景，心里“痒痒”的，一听到
哨声，也主动地加入到健身队伍中
去，亲身体验强身健体的作用。“身
体条件好了，我们也得注意老人的
心理问题。我们有时叫老人‘老还
小’，他们脾气和小孩的比较像，对
待他们更得注意方式。”在光荣院里
工作了20多年的牛院长结合自身的
工作经验，道出了自己的体会。为
了及时疏通老人的心理问题，光荣
院里每周二、周五组织“集体谈心”
活动，和一些人单独谈心，及时解决
老人心中的“疙瘩”。

“还冷不冷啊，谁冷谁说话！”看
着刚跳完舞蹈的老人们，院长的一
席话引得老人们哈哈大笑。“哪会感
觉冷嘞？整天在这，有这么多人照
顾，还有人给我玩！”敬银汉老人的
话又引来了大家会心的大笑。

逼出来的坚强
蓦然回首，无限感慨，说实在话，虽然已快到

不惑之年，但细细想来，还是有一丝丝的欣慰和感
触，时不时地会撞击着自己的心扉。当年自己满怀
理想和憧憬，从校园走进了绿色的军营，在这短暂
而又漫长的军营生涯中，不但锻炼出强壮的体魄，
还学会了勇敢和坚强，从而，也领到了“大熔炉”
的“毕业证”。

时光如梭，岁月流逝，眨眼之间，又走过了十几
个春夏秋冬，再看看自己，除了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
体型有了点横向发展外，别的倒没有多大变化。说
实在话，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但要干好自己的工
作，还要肩负起生活赋予的责任。面对自己人生中
每一次转折，自己都深深懂得，只有正确面对，时刻
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勇往直前，迎面而来
的肯定会柳暗花明。也正所谓：“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不断给自己加压的同时，也学
会了自信，更学会了坚强。

更可贵的是，渐渐地，我变得成熟多了，知道了
人是被逼出来的，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在追求美好的同时也不失去自我，始终要做好
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撑起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是骏
马就应去驰骋草原，是雄鹰就该去翱翔蓝天，而我只
需要做好自己。生活所迫又怎样，困难再大又怎样，
这一切都需要自己去打拼，被逼出来时才会褪茧成
蝶。把握好这个机会，去展示全新的自己，我永远相
信“爱拼才会赢”。 现在自己没事就看书，孤独时找
个知己朋友聊聊天，多疼疼自己，健康是革命的本
钱。不要过分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要在困
境中逼着自己爆发出坚强的力量，才能让自己活出
属于自己的精彩！ (万斌)

“春节”长假打破了平时的生
活规律，很多人都觉得一时无法
适应，专家在此给您提出建议：须
尽快主动地调整身心状态，避免
在节后上班的前几天出现四肢乏
力、胃肠不适、无精打采、厌倦工
作等“节后综合征”现象。

如何克服这些症状呢？体力
性疲劳，可以通过休息或给身体
补充营养得到解除；脑力性疲劳，
可轻轻按摩头部、散步闲逛或做

其他小事分分心、听听音乐等；心
理疲劳，应设法减轻心理压力，严
重者应赶快去看心理医生。

节日期间应酬较多，饮食往
往无规律，极易暴饮暴食。节后
应多吃新鲜水果、蔬菜、豆制
品、乳类及动物肝脏等食物，也
可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做
一些使自己心跳加快、出汗的运
动。

(赵 杰)

张勇：
我的“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赵杰

熟悉张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乐观、开朗的人，与他
在一起也会被他身上那种从内心迸发出来的热情和积极
向上的精神，时时感染着、激励着。对自己身上这种积极
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年近 50 的张勇有自己的感悟：
亲近自然，热爱绿色。

热爱绿色，是热爱生活的源泉，是动力！走进张勇
的园子，红叶石楠、大叶女贞、碧桃等与周围的庄稼交相
辉映，让人从中悠然感受到一种盎然的生机、蓬勃的活
力。张勇从小就喜欢种种草、养养花，他凭着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用自己的双手“哺育”着这些绿色的生命。养花
种草，光有兴趣不行，还得精通种养技术。在张勇的家，
有关花草的习性、怎样养护、如何观赏等书籍塞满了书
柜。

侍弄花草，已成为张勇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
分。他还多次去江苏省、湖北省的几家苗圃基地学习，把
人家园林绿化的新理念、新技术，学进脑里，带回家里，种
植品种更加丰富的绿色植物。

看着满园春色，张勇乐呵呵地说道：“现在的绿色，
搞文化的说环保，电视上说资源再利用。对咱老百姓来
说其实挺简单的，自家种地多施有机肥，别像以前那样把
庄稼、牲畜垃圾到处乱堆，在自家院子多种点实用的花花
草草，不仅绿化环境，也能提升生活品位啊！”他不仅自
己热爱绿色，关注环保，还是热心的绿色传播者，力尽所
能播撒绿色种子。闲暇时间，他还会主动与邻居们相互
交流防治花草病虫害、新品花草购买的经验和体会。在
他的影响下，村里的绿化也多了起来。环境好了,大伙儿
的心情也好啦！

现在，人们都追求节能、低碳、环保，还要改善生态
环境，都离不开绿色植物。张勇说：“保护环境、营造绿
色，于人于己都是好事！虽然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我要
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大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筑起“绿
色屏障”，为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绿色新郑，创建文明城市
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就是张勇默默在做的。

萝卜蓉汆蚧仁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秋冬季节，萝卜是

餐桌上的“常客”。作为常见的蔬菜，与其他食材
搭配，萝卜另有一番风味。

主料：山东潍坊萝卜400克
辅料：深水蚧仁 100 克，A 料（葱段、姜末、蒜

片）少许
制作方法：
1.取山东萝卜 400 克，洗净，用小勺子刮出片

状的萝卜蓉。
2.将深水蚧仁去壳取肉，洗去贝肉内脏，焯

水。
3.烧锅下油，待油烧至五成热时，放A料煸炒

出香，加入萝卜蓉和蚧仁翻炒，煸干水分。
4.待萝卜和蚧仁炒熟，据个人口味调入盐、味

精、白糖、胡椒粉，即可出锅食用。
口感：
清爽滑润、香味四溢。
特色：
滋阴、顺气、止渴，可使体内胆固醇下降，并抑

制胆固醇的形成。
菜谱提供人：新郑国际庄园厨师唐展伟

家庭律师

百姓茶坊

国际教你学美食

光荣院里

生活资讯

如何消除

“假期综合征”

误踩小狗被咬伤
可否索赔？

案例
家住新郑市中华南路附近的韩女士近期遇到一

件倒霉事。本月初，她在菜市场买菜时，不小心踩到
一只小狗的尾巴。小狗受到刺激，返身往韩女士脚
上狠狠咬了一口，当时就留下一处伤口。韩女士自
己前往医院打针治疗，花去了四五百元。此后，韩女
士找到小狗主人，要求对方赔偿。但对方认为，是韩
女士先踩到小狗的，责任应由韩女士承担，拒绝支付
治疗费。韩女士想知道，按照法律规定，这件事的责
任应如何划分。

法律解析：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8条：“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可见，本
案中的关键要看被侵权人韩女士过错是重大过失还
是一般过失。如果是重大过失，则侵权人可以减轻
责任；如果是一般过失，则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因
为逛菜市场时，按常理来说，是不会看地面的，也不
应该想到会有动物出现，没有注意的义务，所以韩女
士不小心踩到狗属于一般过失。而狗的饲养人和管
理人却放纵狗在菜市场随意活动，应该说没有尽到
合理的管理义务，承担侵权责任。

幸福
多

新郑中小学生
迎来新学期

2月20日，新郑市实验小学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举行升国旗
仪式。当日，该市各中小学校的学生们结束寒假，迎来新学期。据
了解，该市将中小学十二年免费教育列入政府十件实事，逐步免
除高中学费。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张新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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