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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付雷明）今年以来，新郑市公安消
防大队充分发挥警营文化的思想
引导、精神鼓舞和价值观塑造作
用，把文化育警和文化惠警作为
提升官兵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
不断完善警营文化设施，大力开
展警营文化建设。

据介绍，大队结合驻地实际，
将警营文化与驻地特色、乡土文
化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具有文艺
体育专长人员的警民共建单位的
作用，依托文化部门、文艺团体和
共建单位，建立了文艺节目和人
员储备库，量身打造具有消防特
色和浓郁的区域文化特点的文艺
节目。大队精心打造的“一队一
景”亮点工程，舞狮队就是通过向
地方传统艺人、武术学校悉心学
习而不断成熟起来的。

同时，大队还建立健全了文
艺骨干发掘、培训和保留机制。

通过对官兵入伍前的业余爱好摸
底调查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实
践，消防大队发现和培养文化人
才，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训文体骨
干，切实提高了他们技艺水平和
组织能力。

此外，大队加强俱乐部基础
建设，拓展文化活动阵地，配置了
数字高清电视、KTV点唱机、架子
鼓等娱乐设备，节假日期间组织
官兵开展丰富多彩的警营文化活
动，不但丰富了官兵的业余生活，
还让官兵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如今，新郑市公安消防大队
“体育每月有比赛，集会队列有歌
声”，通过建设先进警营文化阵
地，有效发挥了警营文化激励人、
引导人、培养人的良好效果，为官
兵部队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官兵的综合素
质，为打造“平安新郑”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
通讯员 左鹏）近日，由新郑市地
方史志办公室编辑靳录主编的

《香山诗旅 追寻白居易的足音》
出版发行，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
响和广泛关注。它是白居易故
里——新郑市系统介绍唐代大
诗人白居易的第一本书，也是黄
帝故里书系编委会组织编写出
版的第一本书。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白居易
出生在新郑，是我国唐代三大诗
人之一，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
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作
者在搜集整理新郑成语故事的
过程中，开始系统地阅读白居

易诗集和文集，充分感受到白
居易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本世
纪，白居易故里建设日益受到
新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作者广泛搜集材料，整理出了
将近 15 万字的《白居易与新
郑》一书的初稿。但是感到内
容比较枯燥，表达方式也比较
古板。于是，他走出书斋，走
出新郑，先后到新郑周边的长
葛、中牟、新密、登封、宝丰、济
源、洛阳采风；又走出河南，到九
江、浮梁、宿州等地寻访白居易
故地，搜集历史资料，拜访专家
学者，寻觅白公遗址，并在寻访
中研究，在研究中升华。最后，
他注重研究和文学、诗词和事

迹、历史和景区、民俗和传
说、史志和展馆、事业和产业
等的有机结合，采用行走文学
的形式，把行走中的所见、所
闻、所感融为一体，形成了白
居易故里纪念白居易诞辰 1240
周年的一份礼物。

此书分为故里行、邻里行、
故地行、亲缘会、交游会、粉丝会
六部分，并将相关的六篇文章以
附录的形式附后。该书正度 16
开，52 万字，彩页图片达 40 页，
其中有白居易像、白居易手迹、
白居易主要活动区域图和 13 个
主要活动区域精彩图片；图片总
量达 130 余幅，是有关白居易图
书中最直观、最好看的。

交流文化遗产
知识宣传普及经验

新郑刘记钢勺
新郑刘记钢勺锻打技艺，系新郑市区北街刘

氏家族于清乾隆年间所创，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
历史，是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名录项目。

据刘记钢勺八代传人刘俊升回忆，最初的刘
家钢勺锻打技术是传统的技法，没有特色，所用的
铁是普通的枣核铁，杂质多，虽经过千锤百炼，热、
冷处理，仍有惊口，便用铜焊惊口，效果好且耐用，
后来便掺钢、掺铜打制，技高一筹，“汤勺掺钢、漏
勺掺铜”形成“刘记钢勺”的一大特色，而远近驰
名，以后代代相传。建国前，刘家铁匠铺门前挂有

“刘记中和永钢勺老店”的金字招牌，广告上写的
是“本炉在新邑北门内路南开设，世传钢勺，炼选
上等钢制造，童叟无欺，包管来回。”建国后，刘
家第七代孙刘子美兄弟二人打制钢勺，自号“刘
勺专家”。合作化时期，刘子美自愿加入新郑县
铁业社，收徒传艺，一度大量生产、大批外销。

“文革”中铁业社钢勺生产停业改行。改革开放
后，政府号召开展多种经营，提倡发展名特产
品，刘家第八代传人刘俊升及其原铁业社刘子美
的徒弟们，如双龙寨村师理勋、师全德，八千乡
张钢发等，继承刘记钢勺特技，纷纷开炉生产刘
记钢勺，尤其是八千乡机械厂率先使用空气锤打
钢勺，产销两旺，各生产厂家通过县外贸公司，
将这一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刘记钢勺成为新郑手工业产品的一大名牌。
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活跃，这种手
工制品生产模式由于规模小、效益低，日渐滑坡，
大部分公办企业纷纷下马，停业改行，又以家庭作
坊的经营模式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刘记钢勺之所以成为特色名牌，人们总结此
勺有十大优点：一站立不倒，二挎锅不滑，三勺
边如刀，四清锅如洗，五椒粒不漏，六沥油干
净，七面不沾菜，八盛不渍汤，九用不掸头，十
把不折裂。尤其是近几年一些老艺人为弘扬传承
这一技术，保护这一品牌，选用优质钢材，经热
处理制成毛坯后，采用冷锻技术，精打细锻，一
个人几天只能锻一套（一汤一漏）。这种手工技
艺锻出的钢勺样子如荷叶，表面乌亮照人，轻巧
富有弹性，是轧钢制勺机械所不能及和不能替代
的工艺。此勺用着得心应手，为餐厅菜馆必备之
器，名厨争相选购，因此，现时的刘家钢勺常是
家无存货，购者坐门催等，成为紧俏商品，当
今，保护传承、开发利用这一传统技艺实属当务
之急。

本报记者 刘冬 高凯 整理

（上接第一版）要在保增长、优结
构，抓投资、增效益，争先进、保位
次，做总结、理思路上下功夫。六
要着力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党员
干部作风实现新转变。按照中
央、省、郑州市部署，牢牢把握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
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推进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始
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努力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
织，为全面开创“三化”协调科学
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
织保证。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热潮。要
集中传达学习，用十八大精神武装
头脑；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
引导；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
制定好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通讯员
尹建超）近日，一张张由师生们自
己设计的“班名”，在新郑市市直中
学每个班级正式“挂牌上岗”。与
以往单调的班牌相比，这些样式新
颖、独具特色的“班名”，让每个看
到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

据该校老师介绍，“班名”是
该校“班级名片”的一部分，该校
每个班级都有属于自己的“班级
名片”，内容都是师生们共同思
考、精心设计、集体讨论的，包括
班级、班名、班级口号、班级简介、
班主任寄语等信息，旨在激发学
生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
进一步增强班级凝聚力，对促进
形成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文明
健康的校园气息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班级名片”把各班的成长
理念、班主任的育人思想呈现在
全校师生面前，充分展示了他们

各自的班级特色：“揽月之梦”班
的“追逐梦想，勇敢做自己”，“圆
梦轩”班的“激越飞扬，超越梦
想”，“飞翼”班的“隐形的翅膀，希
望在前方”……小小班牌，与整个
校园环境和谐统一，既表现了各
个班级的风采，又激励着每个班
级成员为创建自己班级的特色而
努力。

该校“睿志”班的一名学生指
着自己的班名“睿志”说：“成功=
正确的方向+快乐的行进+端正
的态度。选这几个字做班名代表
我们班级全体同学的风采。”

除了将“班名”挂在教室门口
外，该校还将“班级名片”的其他
内容展现在黑板报上，并在旁边
配上班级“全家福”。一个个富有
个性的“班级名片”，一张张充满
笑容的班级集体照，成为市直中
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市直中学亮出“班级名片”

11月24日，2012（中
国·郑州）第二届体育舞蹈
国标舞公开赛暨第五届
“金燕杯”舞蹈大赛在新郑
市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
院综合体育馆开赛。由郑
州市体育局、中共新郑市
委宣传部、新郑市教育体
育局主办，郑州大学西亚
斯艺术培训中心等单位承
办的这次活动，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21支代表队
的500多名选手参赛。他
们将在四大类66个项目
中展开激烈角逐。图为选
手在开幕式上表演。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文化资讯

《香山诗旅》出版发行
书讯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 通讯员 石晓尧
文/图）惟妙惟肖的小狗、栩栩如生的花朵、雄健有
力的书法作品……近日，2012 年新郑市第八届

“炎黄读书节·乐读善用”青少年创意作品大赛在
该市图书馆圆满落幕。参赛的小选手们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用绘画、书法等形式来抒发读书带给
自己的快乐。

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该市各个学校的200余
名儿童参赛，题目自拟的比赛方式，让青少年们充
分发挥了奇思妙想，用各种颜色绘就心中的美图，
用一支支毛笔抒写满怀的豪情……评委们对青少
年的创意才能大为赞叹。

据悉，新郑市“炎黄读书节”自2005年举办以
来，至今已举办八届，此次将读书节的主题定为

“乐读善用”，在于引导青少年热爱读书、读以致
用，让广大青少年体会读书带给他们的益处和快
乐。此次创意作品大赛，参赛作品200余幅，聘请
了新郑市书画界知名人士担任评委，评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20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用十八大精神统一认识凝聚力量
开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新局面

创意作品
抒发读书快乐

本报讯（记者 刘冬 沈磊 通讯员 刘象乾 陈艳
玲 文/图）“诵经典吟童谣，美德浸润心田”，近日，
新郑市举行 2012 年中华经典诵读暨童谣传唱比
赛和“童心向党”红歌比赛。

本次活动由新郑市委宣传部、新郑市文明办
和新郑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来自该市孟庄镇
的孟庄小学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拉开了中华
经典诵读汇演暨童谣传唱比赛的序幕，黄水路小
学的《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将汇演推向高潮，
演出新颖而赏心悦目。梨河镇第一幼儿园的孩子
们可爱俏皮的表演赢得了现场最开心的欢笑。整
场汇演将诵读、表演、歌唱等多种形式融合，温馨
而别具一格、精彩纷呈。

而“童心向党”红歌比赛，将观众们带入了另
一种氛围中。比赛中，各参赛队神采飞扬，用优美
的歌声唱出一首首熟悉而经典的红歌，表达出对
祖国、对党的热爱之情。每支参赛队伍都统一着
装，或师生共同演绎，或学生合唱与表演相结合，
充分展示了师生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其中辛
店小学的《保卫黄河》、龙王赵郭李小学的《中国之
最》唱出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郭店中学的
《祖国不会忘记》更是气势磅礴……

经过激烈的角逐，该市黄水路小学和轩辕小
学摘得中华经典诵读比赛的桂冠，实验小学

获得“童心向党”红歌比赛的一等奖。
据了解，新郑市自今年5月份以来，在全
市中小学校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各学校利用音乐课、早读课和自
习课等时间开展班级诵读、传唱

活动，同时将经典诵读、唱红
歌活动融入共青团、少先

队各项活动来进行经
典诵读和童谣传唱

比赛。并将 5
月 作 为

“中华经典诵读开展月”，以此引导广大中小学生
广泛诵读中华经典，提升他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度与自信心，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情操
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进一步增强广大未成年人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同时，各学校对“童心向党”红歌比赛表现出
了很高的参与热情，根据相关要求精心挑选人员
组建队伍，自行选择歌曲、自行准备服装道具，并
积极对节目进行编排，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
行排练。参赛的每一首歌曲都凝聚了学校师生的
心血和付出的辛勤汗水，活动的成功举办也充分
体现出学校积极培育中小学生红心向党、永远跟
党走的高尚情感和远大志向。

中小学生诵经典吟童谣唱红歌颂祖国中小学生诵经典吟童谣唱红歌颂祖国

本报讯（记者 刘冬）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组
织召开全国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普及试点县（市）经
验交流会，新郑市作为全国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普及
工程试点县（市）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会上，新郑市作为试点县（市）代表交流了该
市开展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普及经验。新郑结合
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先后编制印发了《新郑市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普
及工作方案》、《新郑市文化遗产知识普及读本
古都新郑》，制作了精美的文物扑克牌，开通了
手机短信微博，开展了各种文化遗产知识宣传
活动，提高了全市文物保护意识和文化遗产知
识宣传普及水平，巩固了文物保护成果。

下一步新郑将围绕文物法律法规、文物博物
馆基本知识、文物保护等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普及
活动，系统地向全社会普及文化遗产知识，让更多
的人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我国文
化遗产知识宣传普及工程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