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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正常采访被殴打
摄像机受损 警方已介入

本报讯 8月12日上午，郑州电视台《郑州大民生》栏目
接到热线电话，市民樊先生反映其于8月11日晚间，在郑东
新区商务内环同生祥饭店就餐，在菜中发现一根疑似头发
的东西，樊先生与饭店工作人员交涉无果后，几名同行的朋
友不欢而散。12日上午，郑州电视台两名记者陪同投诉人
樊先生一起，来到同生祥饭店了解情况，进行合法采访。

采访期间，该饭店一名大厅经理同该饭店多名员工对采
访记者进行推搡殴打，当事人樊先生及其同行的一位朋友也
在推搡中受伤。为了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郑州电视台将情
况向部门领导进行了及时的反应，并报警处理。随后，郑州
电视台《郑州大民生》栏目派出另外一组记者，了解记者被打
情况。在了解情况过程中，同生祥饭店负责人纠集员工在警
方在场的情况下，再次对记者正常的采访行为进行阻挠，并
在推搡过程中，将电视台记者打翻在地，在现场，为了删除摄
像机的画面，该饭店员工强行抢夺记者手中的摄录设备，并
对其进行毁坏，导致一台摄像机发生了损坏。

随后，警方将当事人带离现场，进行处理，目前，案件还
在进一步地调查当中。 （郑 宣）

豫丰社区

百人齐跳健身操
每晚 7：30，南关街道豫丰社区

楼前的社区文化广场就会响起欢快
的音乐声，2500平方米的小广场内
迅速聚集起来上百人，一起跳起了
由社区科普大学第二课堂推荐的健
身操。

社区楼前的小广场绿化环境很
好，入夏以来，社区筹资在广场周边
安装了两盏室外照明射灯，晚间的
广场一下子亮堂起来。社区文艺骨
干张桂英、赵爱萍将在科普大学学
来的健身操搬到了广场，起初只是
科普大学的学员跳，很快社区居民
被纷纷吸引，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
最终发展到了上百人。

社区主任李凌伟告诉记者，豫
丰社区是原国棉二厂家属区，社区
居民3000多人，仅离退休社区居民
就达1800多人，大部分都是当年的
纺织女工。豫丰社区利用小广场，
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消夏文化活
动。除了跳健身操外，每周五晚上
放映露天电影，每周一还有社区盘
鼓队的汇报演出。

大李村

文化广场飘小曲
“消夏文化”可不只是城里人的

专利。自从西流湖街道大李村建起
文化广场，村民们每天晚上来这里
举办演出，过足舞台瘾。

每天晚饭后，老人背着孙子，
小伙子骑车带着媳妇，老师傅带着
自制的二胡和三弦，纷纷赶到村内
的文化广场。他们既是演员又是
观众，人人都能唱两句，人人都有
机会上台表演。这不，63岁的孙奶
奶即兴表演了一曲《编花篮》，引来
观众阵阵喝彩。

记者看到，唱小曲的村民还都
带着记录本，记歌词、编歌词。村支
书李福喜告诉记者，唱小曲是村民
的传统，很多歌谣都是村民自己编
的，虽然没有专业词作者那么讲究，
但贵在通俗易懂，大家都爱听。“这
么热的天都没驱散大家唱小曲的热
情，每天晚上广场上人都爆满。”李
福喜说，大家都忙着把编好的小曲
唱出来，供村民品评，好做改进。

流浪小伙露宿天桥下
热心大妈天天送吃的

本报讯（记者 王影）昨日10时，烈日炎炎，家住在京广路
泰和园的张荷花和平时一样，拎着一大桶矿泉水和两个馒头
出了门，她径直来到京广路天桥下，将矿泉水和馒头轻轻放
在一名流浪者的身旁：“孩子，吃点吧。”

这已经是张荷花连续4天来到这里，为这名流浪者送吃
的。“第一次看到他蜷缩着躺在天桥下，让人很心疼。”张荷
花说，9日早上，她在附近遛狗，无意间看到了天桥下的这个
流浪小伙子，衣衫褴褛，想着他肯定是饿坏了，赶紧回家拿
两瓶水，带了4个馒头送了过来，“他看到我，拿起一瓶矿泉
水一口气喝个精光，一口就吃掉了一个馒头。”

在现场，不一会儿，流浪者就将张荷花带来的水和馒头
吃个精光，一言不发地继续蜷缩在地上。“你是不是身体不舒
服？”“你家住在哪？”张荷花担忧地说，“怎么和这个孩子说
话，他就是不吱声。”看到张荷花着急的样子，一旁熟悉整件
事的市民纷纷劝她：“你也不能天天这样管下去啊。”“我不管
不行，好歹是条命。”张荷花也正在为这名流浪者努力着：除
了每日为流浪者送吃的喝的，还委托女儿在网上求助，希望
帮助这位流浪者早日回家，或者找到相关部门救助。

昨日11时许，市救助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经过与流浪
者初步沟通，了解到他叫袁保国，周口商水人，今年26岁，是
来郑州走亲戚的，但流浪者抗拒救助。经救助站工作人员
判断，该流浪者疑似精神异常。经多番劝解，12时许，流浪
者被送进市精神病防治医院接受诊治。

中华枣乡风情游下月启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高沛 闵博）记者昨日获悉，

2013中华乡风情游暨第十一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将于9
月1日至10月7日举行。该活动以“红动中国”为主题，开幕
式将于9月1日在“好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举行。

活动期间，市民可到中华枣文化博物馆、万佛苑等处参
观，还可到红枣采摘园区摘枣，到红枣餐厅享受农家美味。与
往年相比，今年该活动将呈现以下亮点：邀请河南卫视高标准
策划开幕式，展现黄帝文化、姓氏文化、红枣文化无限魅力；届
时，新郑旅游微电影《“谜”恋新郑》宣传片将首发；新颖的打枣
仪式将带给游客别样感受；“红枣美女达人”邀您共游枣园。

为方便市民体验枣乡风情，主办方还将开通郑州至枣
乡旅游直通车。

社区消夏宴 群众享清凉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栾月琳 王影 郑磊 文/图

连日的酷暑让温度计上的数字不
断飘红，如何消夏成了摆在群众面前不
容回避的难题。面对漫漫苦夏，社区没
有置身事外，他们动员志愿者及热心人
士，依托社区活动室、图书室、托老站等
场地，提供一道道精彩消夏大餐，让辖
区群众有了避暑、休闲好去处。

农科院社区

托老站里赛事多
高温天气下老年人闷在家里易生

病，农科院社区开动脑筋，发动辖区老年
人组建舞蹈、乒乓球、合唱、门球、太极扇
（剑）、摄影、书法等10余支文娱团队，并
依托社区托老站，举办棋牌、体育比赛，
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让老人们
天天都有事做。

记者在农科院社区托老站看到，老
人们正在这里学习丝网花、布艺等的制
作工艺。与此同时，一场“以棋会友”比
赛也在这里举行，虽然是友谊赛，但参赛
老人聚精会神、落子谨慎。“这段时间就
没闲过，社区准备的节目一个接一个。”
老人们告诉记者，托老站有空调，在这里
度夏比家里舒服。

石化社区

搭建凉棚好“避暑”
航海东路街道石化路社区是一个企

业型老社区，现居居民多为上世纪50年
代参加工作的老石化工作者。今夏气温
持续走高，社区每天早早的打开社区综

合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的空
调，准备好开水，沏好茶，等候居民前来
纳凉。

社区主任和社区三级网格长筹集社
会资金，在家属院内空地上为居民搭建
了一处 90 余平方米的凉棚作为室外活
动场地，凉棚内还设有棋牌桌和石桌、石
凳等，并设有免费饮水点。现在，每天都
有许多居民在这里纳凉、消暑、聊天，他
们亲切地称这里为“石化避暑山庄”。

兴华社区

书香沁人心脾
兴华社区图书室位于兴华街 27 号

院，内有柜式空调一台，还提供免费绿豆
水，入伏以来，这里就成了居民们的消夏

“乐园”。
兴华社区书记路艳茹介绍说，图书

室有图书 1000册、报纸杂志有 20余种，
其中《老人春秋》《知音》《郑州日报》《郑
州晚报》最受欢迎。图书室管理员王忠
洛是名老党员，每天大清早就过来，将图
书室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招呼院内
群众入内纳凉、读书。王忠洛笑着说，这
里就是辖区困难群众的避暑地，所以得

准点开门，“今年天气太热了，有些人家
里没空调，就指着这里来纳凉，我不能让
他们失望。”为了服务多样化，社区还派
出大学生志愿者王志华在图书室帮忙，
负责为青少年进行作业辅导，为老年人
提供网上查询等服务。

平等街社区

老人孩子携手度夏
记者走进西大街街道平等街社区的

四点半课堂，这里冷气开放，由平等街社
区和管城区文明市民热线联合举办的青
少年暑期夏令营正在开展活动。社区党
员“家门口”志愿者服务队成员郭二立正
在组织20多个孩子开展活动。

郭二立告诉记者，社区将暑假中
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开展社区夏令
营活动，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成
员们发挥各自特长，有的教孩子们书
法、手工制作，有的带领孩子们开展
文体活动。

社区主任刘楠楠表示，入夏以来，社
区充分发挥居民服务中心的功能，提供
一切便利条件，把暑期中的孩子们吸引
到社区来，同时把社区的中老年朋友请
到社区来，一方面开展活动，一方面给大
家提供纳凉便利。

俭学街社区

爱心课堂学助人
今年暑期，俭学街社区迎来了一批

特殊的“清洁工”，他们是辖区内爱心联
盟暑期爱心课堂的孩子们。郑州爱心联
盟志愿者联合会联合俭学街社区举办了
清洁工体验活动，参加活动的孩子不怕
热不喊累，清扫街道和社区，在劳动中享
受快乐，学会尊重他人劳动。

爱心课堂为孩子们举办了一系列活
动，如定期开办“听老爷爷讲传统”故事
会，使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孩子们的心中得以扎根；举办主题为

“创绿色社区、做环保居民”的亲子环保
知识讲座，通过知识问答，进一步增强了
青少年家庭的环保意识；并组织志愿者
在暑期带领孩子们去博物馆、母亲河、科
技馆、中原福塔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
和知名企业参观。

【室外欢乐多多】

为居民打造清凉乐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苦夏只意味着上下班这段路程

难熬，而对于困难群众来说，炎夏酷暑则是躲不开的生活
困境，今年屡屡突破38℃的高温天气，又进一步放大了
这种困境。

近年来，针对困难群众的爱心救助已成了社区常态
化工作之一。此次采访中我们看到，许多社区不但开放
有空调设施的活动室、图书室及会议室，针对行动不便的
残疾、病弱群众，还有志愿者提供接送服务，将贴心服务
做到了实处，在社区内为群众打造了一处清凉乐园。

此次采访经历也告诉我们，社区虽然在地理上距离
群众最近，但能否赢得群众的心，关键还在于服务。不论
是寒冬还是苦夏，以群众苦为苦，以群众乐为乐，爱心救
助才能不流于形式，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认可。

社区节目丰富，孩子们享受快乐暑假。

助人为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