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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少林武术专修学院蕙光武院的师生来到新郑市光荣院慰问革命老功臣，并为老人们带来了
器械、套路等武术表演。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提及老牛家的儿媳妇，小区内一位大妈羡慕
地说：“我最近一看见电视里的‘江木兰’，就想起
老牛家的艳丽，你说人家老两口咋这么有福呢！”

大妈说的“江木兰”是最近热播电视剧《老有所
依》中的角色，剧中折射出的赡养老人等社会问题引
起不少人的反思，“江木兰”的体贴孝顺也打动了每
位观众，成为大家公认的好媳妇。然而“江木兰”只
是荧幕虚构的人物，但张艳丽有自己真实的人生。

十多年前，张艳丽从巩义嫁到新郑。自打进
牛家起，她就把公婆当成亲生父母照看。早上，她
坚持早起为公婆准备好早餐，再将家里卫生打扫
一遍，为的是能让公婆多休息会儿；晚上，陪老人
有说有笑地拉家常，让二老的精神世界从不空虚；
周末，她常和爱人带着二老去周边县市的景点游
玩，让老人开阔眼界。

“我这个媳妇比亲生儿子还要好。”说起张艳丽，
婆婆李仙一脸的自豪，“平时在小区听说过别人家的
媳妇和婆婆闹别扭。可这事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
家。”李阿姨告诉记者，儿媳妇嫁过来十来年了，从没

跟家人红过一次脸，没说过一句难听话。
“儿媳妇又给你买新衣裳啦”，这是邻居经常

对李阿姨说的话。李阿姨说，虽然儿媳妇的工资
不高，可对自己和老伴特别舍得花钱。就拿穿
的来说，从几元钱的袜子到几千元的皮衣，两人
里里外外的衣服、鞋子都是张艳丽置办的。“成
天穿着艳丽给我买的衣服在小区里逛，邻居们
都很羡慕，大家说我是越活越年轻了。”李阿姨开
心地说。

几年前，张艳丽的公公因为股骨头坏死在郑
州住院治疗，工作繁忙的张艳丽无法做到两头兼
顾，只能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再到郑州照顾公
公，就这么天天来回奔波着。有一次，医生告诉
她，所需的一种药引子只能在乡镇药店才能找到，
张艳丽二话没说，连着几天骑车跑遍了周边所有
乡镇。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她把买来的药交给医
生时，医生对她婆婆说：“您这个闺女可真孝顺！”
婆婆看着奔波了几天、脸色苍白的儿媳妇，心疼地
说：“是，是俺闺女，俺的孝顺闺女！”

长期的朝夕相处，让张艳丽和公婆越走越近，
而二老也在心理上越来越依赖媳妇。张艳丽曾因
为长期劳累，在一次带着婆婆洗澡时，没有任何征
兆地昏倒在浴池内，这一下吓坏了婆婆。“当时我
是真怕啊，这么好一个媳妇，要是有个好歹，我们
一家人都活不成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许久，但
提及当时的情景，李阿姨仍泪如泉涌。

看着病床上疼得直哭的儿媳妇，帮不上忙的
婆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发动亲戚四处求医，自
己每天出门到处寻求偏方。牛国顺和老伴当时的
决定是“就是卖房、贷款也要把儿媳妇的病治
好”。最终经过一家人的共同努力，张艳丽恢复了
健康，全家人的心也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如今，没有别家那本“难念的经”，也从没有家
庭纷争的牛国顺老两口，一天到晚精神矍铄，每天
就盼着儿媳妇回家拉拉家常。张艳丽则是一如既
往地下了班就往家跑。面对同事的不解，她的回
答总是一样：“哪儿都没有家好，我也离不开家里
那‘二宝’啊！”

相亲相爱一家人
本报记者 刘佳美

努力学习
歌声承载欢乐与梦想

教人唱歌，缘于张英喜有这方面的
特长。张英喜从小就具备艺术“细胞”，
打记事时起就喜欢唱歌。后来，他参军
到了空军部队后，成了文艺骨干，教战士
们唱歌教了好几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我国著名指挥家、原长春电影
制片厂乐团一级指挥尹升山先生，尹升
山看到张英喜对音乐的执着和热情后，
同意张英喜拜他为师。在他的指导与
点拨下，张英喜学习到了一些作曲和指
挥的知识。有了一定的音乐积淀后，他
创作的作品还获得了沈阳空军文艺汇演
一等奖。

2011 年，退休后的张英喜在街心花
园散步时，经常看到三三两两的中老年
人聚在一起唱歌，有时候尽管跑调，他们
依然执着而兴奋地歌唱，昂扬的歌声深
深地感染了他。

担任老师
让快乐在歌声中传递

看着他们在一起唱歌乐呵呵的样
子，张英喜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既然他
们那么爱唱歌，那我何不义务教他们唱
歌，同欢同乐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了这些老年人，没想到他们特别欢迎这

个老师。就这样，张英喜就成了这些高
龄“学生”的老师，他和退休职工杜明礼
老人一起组织，在每周一、周三、周五教
他们唱歌。

中老年人接受歌唱知识比较慢，张
英喜就耐心地一遍遍地给他们讲解唱歌
的方法：“要先理解歌词的意思，然后看
着歌谱，随着旋律带着感情去唱歌，就能
唱出好听的歌曲来。”他的真诚让学生们
很感动。为了便于“教学”，张英喜自费
买来笔墨纸张、教材和手风琴，将歌曲写
在纸上挂在树上，先教他们识谱后，再教
歌词，边教乐理知识边教唱歌。在实践
中张英喜根据大多数中老年人的实际，
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九会唱”教学
方法，编成了通俗易懂的教材，让大家的
学习难度一下子就降低了不少。与此同
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渐渐地就组
成了新郑市老年大学夕阳红合唱团，大
家一致要求他担任指挥，张英喜又乐呵
呵地接受了。

可是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天气不
好时，他们的唱歌活动就无法照常进
行。于是，他们向新郑市老年大学的领
导反映了情况，没想到领导们立刻给他
们腾出来一间教室，让他们在里面风雨
无阻地练习唱歌。

再接再厉
发挥余热惠及更多人

为了激发大家的唱歌热情，张英喜
还编写了《老年朋友来唱歌》、《盛世老年
人》等作品，学生们说这些歌唱到他们的
心坎里，将他们要唱歌的热情激发出来
了，他们越唱越有劲。有时候，张英喜也
根据国家形势创作一些歌曲，比如《钓鱼
岛是中国的》、《战鹰出航》、《人民战鹰之
歌》，这类歌曲引起广大老年朋友的共
鸣，大家慷慨激昂地唱出对祖国的深厚
感情。他经常熬夜作曲，结果眼睛得了
病，家人说他掏钱费劲教人唱歌图个啥，
他说他就想把余热献给大家，依然热衷
于自己的“事业”。

两年多来，张英喜教会大家三四十
首歌，他们的合唱团也在新郑市“百姓大
舞台”、“青年歌手大赛”、“老年运动会”
上多次崭露头角，受到观众们的认可。
而张英喜创作的《浩气歌》，极大地宣传
了精神文明建设，也成为新郑市第一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有张英喜的地方，就有歌声”，这是
大家对张英喜的评价。而张英喜也在他
们的歌声中受到鼓舞，希望自己能够发
挥特长，将唱歌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今天是腊八节，按照习
俗腊八节要喝腊八粥，而随
着腊八节的到来，年味也越
来越浓了。昨日，记者在新
郑市各大超市看到，大米、红
豆 、莲子、红枣、蜜枣、花生
等各类原料都放在显眼的位
置供市民选购。市民们在购
买腊八粥原料的同时，也着
手置办其他年货。

腊八粥材料热卖

昨日，记者走访新郑市
各大超市看到，在出售五谷
杂粮的专区，大米、糯米、红
枣、花生等都被放在显眼的
位置。超市的销售人员介
绍，不光是一些分好类的杂
粮很受欢迎，商家为了方便
市民，还专门将各种原料混
在一起，现场制成了腊八粥
供市民选购。“过腊八肯定
吃腊八粥，这少不了。”在购
买腊八粥原材料的新郑市
民张华告诉记者，她每年都
会提前买好材料，根据全
家人的喜好将大米、蜜枣、
花生、红豆等按不同比例
掺杂在一起，熬制成可口的
八宝粥。

同时，一超市的工作人
员介绍，每年腊八节，莲子、
核桃、蜜枣、大米等这些制作腊八粥的原材料销量都
不错。他们还特别制作了各种材料搀和好的“半成
品”，不需要顾客挑选每一样材料，买回家直接熬制
即可，这样可以省时省心。不过，超市的工作人员
说，很多市民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口味选购原材料熬
制腊八粥。

年货销量渐增

伴随着腊八节的到来，记者在各大超市和网络销
售平台上看到，不少商家借腊八节推出抢年货活动，
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衣服鞋帽、水果礼盒、珠宝首
饰等纷纷打出促销的牌子。“一过腊八，感觉就要过
年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买齐过年的货物，看着该
买的就先买回家去。”60 岁的新郑市民张国亮大爷
说，自己感觉有些年货的价钱不算高，就先买来“屯”
着，怕离过年越近价钱越高。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和张大爷一样心态的人有很多，他们一般都挑中过
年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大葱、瓜子等，觉得价钱可
以就买回家。

与此同时，一些上班族选择在网上购买年货。“平
时工作忙，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在网上买点年货省得
自己出去逛街了。”新郑市民高静告诉记者，网上的商
品种类多，价格实惠，比较适合她这种工作繁忙的年
轻人。

不管市民是在实体店里还是在网上购物，随着新
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年货的销量也呈现出上升趋
势，大街小巷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气氛。

力争把火灾消灭在初起阶段

火灾初起阶段火场面积小、温度低，是便于
扑救的最有利时机。在此阶段发现火灾，只要不
错过时机，可以用很少的人力和灭火器材，甚至
一桶水、一只灭火器，就可以扑灭火灾，大大降低
火灾损失。因此要注意扑灭初起阶段的火灾。

逃生时，身上着火怎么办？

人身上着火后千万不能跑，因为越跑火就越
旺。这是因为人一跑反而加快了空气对流而促
进燃烧，火势会更加猛烈。跑，不但不能灭火，反
而将火种带到别的地方，还有可能扩大火势，这
是很危险的。应该：

（1）尽量先把衣服脱掉，浸入水中或用脚
踩灭；

（2）如果来不及脱衣服，也可以卧倒在地上，
把身上的火苗压灭；

（3）可以跳入附近的水池和水塘内灭火，如
果烧伤面积大，就不能跳入水中以防感染；

（4）切忌用灭火器直接向着火人身上喷射，因
为多数灭火器的药剂会使烧伤的创口产生感染。

怎样打火警电话?

（1）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楚着火单位，所
在区县、街道、门牌号码等详细地址；

（2）要讲清什么东西着火，火势情况；
（3）要讲清是平房还是楼房，最好能讲清起

火部位，燃烧物质和燃烧情况；
（4）报警人要讲清自己姓名、所在单位和电

话号码；
（5）报警后要派专人在路口等候消防车的

到来，指引消防车
去火场的道路，以
便迅速、准确到达
起火地点。发现
火灾应及时报警，
这是每个公民的
责任。

实习记者
姚 兰 整理

张英喜：教人唱歌 传递快乐
本报记者 尹春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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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逢人就夸：“俺家
有个好媳妇，这是俺和老
伴的福气！”

她总跟人说：“家有
一老如有一宝，我家可有
两个宝！”

他叫牛国顺，年过花
甲，家住新郑市丽水华庭
小区。她叫张艳丽，新郑
市黄水路小学教师，是牛
国顺和老伴眼中“没得
挑”的好媳妇，是丈夫心
中善解人意、孝顺懂事的

“贤内助”。

“别说我们年纪大呀，别说嗓子破啊……改革开放生活美好咋不乐呵呵

啊……”近日，一群中老年人唱着《老年朋友来唱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新郑

市老年大学的楼道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他们的面前，面带微笑，根

据歌曲的旋律用双手有力地打着节拍。

这个指挥唱歌的人就是新郑市退休干部张英喜，你很难想象

他今年已经74岁了。作为新郑市老年大学夕阳红合唱团的指挥，

他义务教中老年人唱歌已有两年多了。

冬季防火安全知识

寒 冬 时
期 ，天 气 干
燥，是火灾的
多发季节，为
避免火灾的
发生，防患于
未然，特向居
民们介绍一
些冬季防火
小知识。

生活小贴士

（上接T1版）全会指出，做好
2014年经济工作，要着重抓好八个
方面。要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加
快进度，提升质量，重点做好中心
城区、龙湖新城、新型社区、基础设
施建设等；要围绕“三主三辅”产业
体系构建，突出强化项目招引、产
业培育、集聚区建设；要牢固树立
农业基础地位，以发展都市型现代
农业为重点，持续加大投入，促进
农业综合开发，促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要
加强网格队伍管理、完善网格制度
体系、维护网格基层稳定，加快推
进长效机制建设，持续提升社会服
务管理水平；要坚持把改革创新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持续深
化各项改革、持续提供要素保障、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持续增强发展
活力；要坚持文化为根，培育核心
价值、丰富文化生活、强化保护意
识、壮大文化产业，加快推进文化
新郑建设；要把改善民生增和谐、
平安建设保和谐作为工作重点，协
调推进民生事业，保障社会稳定，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
感；要把生态文明作为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域造
林绿化、实施生态水系建设、加强
环境综合整治，加快美丽宜居新郑
建设。

全会强调，要切实加强和改善
党的领导，强化航空经济强市建设
的组织保障。要围绕建设一支具
有广阔视野、现代领导素质、敢于
担当、作风扎实的领导干部队伍，
注重学习，提升发展境界；注重实
绩，提升干部素质；注重创新，提升
运作水平；注重作风，提升服务效
能；注重底线，提升廉洁形象。

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郑州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抢抓改革
发展机遇，突出“三大主体”工作，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扎
实过硬的工作作风，锐意进取，率
先突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为开创航空经济强市建设新局面做出
更大贡献！

针对近期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抓
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作、2013年度综合考核工作、
节日期间民生工作、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作、市场
供应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党风廉政建设、节日期间
值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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