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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为乐之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
员 冯俊超 文/图）“因为我们是一
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
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11 月 9
日上午10时，细雨霏霏，登封市迎
仙公园门口，一首感人肺腑《相亲
相爱的一家人》来回传唱。绿色
帐篷伞前扯着红色条幅：祝陈国
民早日康复。一场特殊的募捐活
动在这里举行。

11月4日，46岁的登封人陈国
民像往常一样登山锻炼身体，早在
两年前，他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好的

心情和锻炼加上药物治疗才控制住
他的病情，所以对于锻炼他丝毫不
马虎。走到半路，他突然感觉浑身
无力，呼吸和心跳加速，这是白血病
病发的症状。他立即拨打了家人的
电话，在家人陪同下来到登封市人
民医院，经检查，病情恶化，家人随
即将陈国民送到郑大一附院治疗。

“我心灰意冷。”接到同学张春
建的电话问候时，陈国民情绪低
落。“你不能失去信心，咱那么多同
学，不会撇下你不管。”张春建随即
联系了牛铁勇、张丽娜等人，他们

都是登封五中86届同学。20多年
了，好多都已经搬家或联系不上。
他们不断敲开陌生的大门，不断询
问同学的下落，最后搜集了大约
100个同学的电话，“虽然多年不联
系，一打电话全到场，真是一辈同
学三辈亲。”张春建说。

陈国民毕业后，做过粮油生
意，后打工，他为人朴实，同学中
极有人缘。“为了一个同学，我们
100 多个同学的心紧紧地拧在了
一起。”当天晚上，张春建将满载
100 多个老同学的深切祝福连同
募捐的14000元爱心款，一并交到
陈国民手里。

图为老同学纷纷赶来给陈国
民捐款。

登封百名同学援手重病同窗

范村虽然村名为范，但这里居
住的村民无一家范姓。有传，范村
成名于春秋时期郑国，郑庄公立国
为王，封其弟叔于京（荥阳），其弟
偷偷地于一个山岩之地以范村为
中心立小国，不久被郑庄公所灭，
但造反不断。后来村民安心农耕，
兴家立业，村人有约：二字箴言惟
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这正
是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生活典范，于
是该村名就称为范村。

范村古建筑随处可见，多为清

朝时期所建，已有 200多年历史，基
本上都是二进三进院落，有李家大
院、魏家大院、施家大院等，院落建
筑多为大门楼、耳房、配房，设有迎
壁还照壁、中为过厅，后为厢房。灰
砖厚墙，看上去古朴典雅，随处可见
的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形成
了独特的历史风貌。

至今保存完好的是施家八世所
建的二进院落，现住在古宅的是施
家十三世传人施禄，今年85岁，老人
参加过1949年解放南京的战斗。说

起自家的古宅，老人一下就来了精
神，“这个院子有200多年了，是我从
小生活的地方，看起来不怎么样，但
是我住着比住楼房还要好。”老人脸
上带着幸福的笑容说。

据《密县志》记载，清朝同治年
间，范村已有私塾学堂。“重视教育
是范村的一大特色，这里办私塾较
早，老一代人多有文化，村里提笔能
写对联的不在少数。”说起范村的教
育史，村主任李根充满自豪。

图为随处可见的范村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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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出生于开封兰考的黄
春芳，1岁就随父亲到登封，并在登
封成长。从小受嵩山文化熏陶的

她，成年后渐渐产生了为嵩山创作
的念头。2010年8月1日，登封“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的消
息传来，黄春芳在欣喜和激动的同
时，做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让景德镇
陶瓷恋上“天地之中”——把嵩山
历史建筑群绘在景德镇瓷器上，让
这一刻成为永久的纪念。

要想完美、生动地将“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展现在瓷瓶上并
非易事。其间，黄春芳将著名瓷
器家程云教授邀请至登封，程教
授一连十几天流连于 8处 11项景
观之间，对嵩山悠久的历史文化
惊叹不已。在随后的制作过程
中，二人更是耗费了巨大心血，其
中黄春芳就往返于景德镇 20 多
次，先后烧毁了 7次，耗时一年才
得以问世。

记者了解到，“天地之中”瓷
瓶共3个，分为粉彩瓷、青花瓷、颜

色釉。它们的口径、外高、腹径分
别是24.5厘米、80厘米、147厘米，
但见 8处 11项景观错落有致地展
现在瓷瓶上，使人身临其境，生动
地表现了“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3件作品的问世，为宣传嵩
山、宣传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估
量的贡献，成为传播嵩山文化最
直接、最有力的见证。

“这些工艺品是历史与现代的
完美结合，可谓现代之工艺品，未来
之文物。”对于黄春芳创作的嵩山文
化艺术品，一位来登封旅游的巴西
游客惊叹不已，“看到这些艺术品，
仿佛又重游了登封的每一个景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2010 年
至今，黄春芳的作品已有 38项获
得了专利，目前已有 50项正在申
报专利……

让景德镇陶瓷恋上“天地之中”
——记嵩山文化传播者黄春芳

本报记者 郑磊 文/图

本报讯（记者卢文军通讯员邢小
玲）“那天，要不是网格长及时赶到化解
矛盾，住户就把我们饭店的排油烟口
砸了。”昨日，中牟县西环路过江龙火锅
店负责人潘玉伦见到记者，回想起前
几天发生的事，至今还心有余悸。

11月6日上午，中牟县东风路街
道三级网格长王建明接到西苑小区一
住户打来电话，反映其住宅前一饭店
排油烟口、排风口直接对着他家院子，
不但气味大，而且噪音也很大，严重影
响其正常生活。王建明马上联系晨光

社区支部书记闫金霞赶往现场。
“那天，我情绪有点儿激动。没

想到的是，打一个电话你们就来了，
而且来得那么快。”看到火锅店不到
一周时间就整改到位，消除了对自
己的影响，住户赵明心存感激。见
到王建明，火锅店负责人潘玉伦更
是像见到了亲人。“我们这次整改花
了近 10万元，把排烟口向南移了十
几米，用管道把油烟口、排风口引到
了楼顶，排污也改到了主管道，住户
完全可以放心，排烟、排气、排污三

个问题都解决了。另外，我们还专
门从郑州定制了隔音板，过两天安
装后，彻底解决噪音问题。”

据了解，自2012年6月，东风路街
道实行网格化管理以来，12名二级网
格长、69名三级网格长分到8个村、4
个社区，使辖区每一寸土地有人管理，
每一户居民有人联系。三级网格长每
天深入网格察民情、知民意，排查矛
盾，解决问题，深受居民好评。截至目
前，东风路街道通过网格排查上报问
题7319件，已解决7025件。

网格管理一年半
解决问题七千件

黄春芳向记者展示她的作品。

大型购物广场进乡镇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白静）“以前
逛超市要搭车去市区，现在出家门不远就有大
超市。”近日，巩义芝田镇大型乡镇连锁超市海
惠购物广场正式投入使用，面对海量商品，来自
四面八方的乡邻们显得很兴奋。

据了解，海惠购物广场位于芝田镇海惠步
行街，经营面积达 3300 平方米，设计主体为两
层，配备2部电梯，总投资550万元，经营品种超
过10000种。丰富的商品种类和优良的环境使
得购物广场开业首日就吸引了超过上千人前来
购物，海惠购物广场的开业不仅为当地群众送
去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让农民群众不出家门，
就能享受到城里人一样的购物环境和服务，为
农民群众的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

据介绍，海惠购物广场属商务部“万村千乡
市场工程”项目，它依托于全覆盖、多层次的农
村商品配送网络，具有管理优势、服务优势和品
牌优势，可以为农民提供使用更方便、更实惠、
质量更有保障的商品，真正做到了让超市“走进
农村、贴近农民、服务农民、帮助农民”。

登封新区5A甲级
写字楼年底投用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通讯员王建生）昨日，
记者从登封市了解到，由新登集团投资、“登封新
区”CBD的首座5A甲级写字楼——“中禾广场”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并计划于年底投用，目
前已有30余家企业、单位预定和认筹。

该项目位于登封市东区，结合登封市“一城
三区四组团”的总体规划设计，于 2012年底开
始筹建，是由登封市国有企业新登集团投资建
设，计划总投资5.3亿元，分两期完成，一期计划
投资 3.082亿元，建筑面积 84236 平方米：地上
19层，建筑面积 57452平方米；地下两层，建筑
面积26784平方米。

该项目是登封总体规划“三区”中“登封新
区”CBD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直
接增加就业人数 600余人、间接增加就业人数
1000余人，预计年利税4000万元。

荥阳大葱栽培
示范区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吴晓钰 李
莹）近日，记者从荥阳市获悉，荥阳国家级大葱
栽培标准化示范区由省质监局领导和专家组成
的考核验收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
考察、考核评议，认定该标准化示范区体系完
善，标准体系贯彻执行有力，同意通过验收。

据了解，通过三年努力，荥阳市先后制定发
布了《无公害农产品——广武大葱》、《广武大葱
生产技术规程》、《地理标志产品——广武大葱》
等省地方标准和农业标准规范，建立起比较完
善的覆盖大葱产前、产中、产后的种植标准化体
系。以广武大葱专业合作社为龙头，通过有效
的监管和培训及示范户带动等多种措施，推广

“合作社+标准+农户”的模式，标准体系得到了
有效贯彻执行。据统计，目前该市大葱栽培面
积达到 10万亩，亩均产量 4000多公斤，示范区
农户亩均增收700多元。大葱栽培标准覆盖率
达到 92%，产品合格率达到 98%以上。广武大
葱先后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
证，并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
讯员 白瑾）昨日，记者从巩义
市了解到，为了切实做好冬令
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巩义市日
前对全市乡镇、街道困难群众
生活进行全面排查，通过发放
低保救助金等多种举措，确保
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巩义市民政部门对 15 个
乡镇5个街道困难群众生活进
行全面排查，逐户登记造册，并
制定相应的救助措施。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底，巩义共有城
市低保对象 1354 户、3066 人，
累计发放城市低保金1012.3万

元；享受农村低保的有 9344
户、20244人，累计社会化发放
农村低保金2792.8万元。

巩义市组织工作人员对全
市各敬老院的住房、取暖、消
防、水电、煤气、食品安全等进
行了检查，对存在问题的，责令
限期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以生活无着人员集中活动
和露宿区域为重点，加大了巡
视和救助力度，劝导流浪乞讨
人员进站接受救助。截至 10
月份，救助站共出动车辆、人员
巡查351人次，实施救助300人
次，其中未成年人40人次。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王志鹏 文/图）昨日，在郑州
市南阳路和跃进路直销点现
场，郑州市民李女士兴奋地对
记者说：“我买了两次，水分挺
大的，孩子可喜欢这石榴了。”

今年，荥阳高村乡刘沟村的
河阴石榴喜获丰收，总产量超过
1500万公斤。为扩大河阴石榴
的影响，让郑州市民在家门口也
能品尝到昔日的“宫廷贡品”，高

村乡于10月10日在郑州市区设
立了9个河阴石榴直销点。直
销点销售员刘沟村果农姚俊香
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来，她每天
销售的石榴都在 150 公斤以
上。其他直销点的情况也都不
错，最好的点每天能卖出 1000
多公斤。据悉，截至昨日，直销
点共销售河阴石榴6万公斤。

图为郑州市民正在直销点
挑选河阴石榴。

河阴石榴在郑州市区直销6万公斤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栓阳）规范招投标工作，提高
行政服务效率。昨日，记者从新
郑市了解到，该市举行电子化招
投标系统投标单位培训会，并邀
请投标企业代表参会了解系统
运行，而这也标志着该市电子化
招投标系统全面试运行。

据介绍，电子化招投标系统
科学合理地固化相应的办事流
程，能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
的市场秩序，并极大提高招投标
工作的效率。还可实现全流程

无纸化操作，将减少投标人在通
信、交通、印刷、人力等方面的费
用支出，实现“绿色招标”。

另外，在规范招投标工作
方面，电子化招投标系统还能
促进招投标工作公开透明，避
免暗箱操作。

目前，新郑市电子化招投
标企业会员注册已达 739 家。
在此次培训会中，来自全国各
地施工企业的 120余名代表参
加了培训，并了解了如何应用
该系统。

新郑电子化招投标系统试运行

新郑构建基金防冒领体系

本报讯（记者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昨日，记
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为防范养老金欺诈冒领现象，
确保养老金严格按照规定发放，该市将采取“广宣
传、验指纹、进社区、严管理、重联合”等多种措施
相结合的办法，构建全新社会保险金防冒领体系。

据了解，此次加强社保基金管理的多种举
措，将重点实施指纹认证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在
全市推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指纹建档
认证工作，并完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制度。
同时，该市社保部门还建立指纹鉴别系统，每年
4~6月，让离退休人员到邻近的银行网点或乡镇
劳动保障所进行指纹比对，其中，对于年龄大、健
康状况差的特殊群体，将要求乡镇、街道办事处
劳动保障工作人员给予有效帮助，并采取人性
化服务，深入基层乡村、社区进行现场认证；对未
按规定进行领取资格认定的，社保部门将暂停
发放社会保险金，待重新认证后再予以补发。

本报讯（记者张立通讯员
尚钰淼）11月12日，新密市组织
全市198名政协委员集中察看新
密保障性住房建设、餐厨垃圾无
害化处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产
业集聚区等15个重点项目。

在新华路办事处保障性住
房项目现场，委员们了解到，

“惠安家园”是该市的第三个保
障性住房小区，总占地 86.17
亩，共建设保障房 1608 套，目
前，一期、二期经适房已公开摇

号选房销售。
在新密循环经济项目产业

园，委员们到生产车间察看餐厨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生活垃圾
无害化综合处理过程。该项目
位于新密市来集镇马沟村，总投
资3.5亿元，日处理垃圾1800吨。

作为新密经济未来的增长
点，委员们对该市曲梁产业集
聚区的蓬勃发展颇为惊叹。该
集聚区正在全面打造品牌服装
产业和环保装备制造业。

新密政协委员入基层体民情

少林武术六合拳青花、少林
寺明代壁画五百罗汉朝毗卢花
瓶、“天地之中”玉玺、“天地之
中”世界文化遗产瓷瓶……虽然
早有耳闻，但亲眼见到黄春芳创
作的琳琅满目的嵩山文化艺术
品时，记者仍感叹不已。在很多
人眼中，黄春芳是不折不扣的
“嵩山迷”：几十年来，她痴迷研
究嵩山文化，创作嵩山文化艺术
品。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
通过不懈的努力，让以嵩山文化
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走向世界，让
自己成为一个传播、宣传嵩山文
化的使者……

巩义多举措保障困难群众过暖冬

一座座古老的房屋，一扇扇斑驳的木门，范村古宅经过
百年风雨依然如旧。范村人说，不管走多远，老宅永远

是根，永远是子孙遮风挡雨的港湾。范村是位于
新密市米村镇东北二里的一个山村，北依嵩

岳余脉山川锦绣的伏羲山，它背靠山势
如双牛，厚脊拙朴，村民古朴憨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