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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舞狮起源于西凉（今甘肃凉州区）“假面戏”里的狮舞，
创于军队。后来传入中原。600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战
争结束，祈福国家和平稳定，令军队舞狮庆祝，威震神州。之后，
舞狮传入中原民间。历史上，中原为战时人人必争之地，蒋头村
村民为向上天祈祷免除战乱，便在那时开始延续着逢年过节舞
狮的习俗。

舞狮有南北两大派系。从造型上来看，北狮有着鲜亮的外
表和满身狮毛，南狮狮身则以布条为主，蒋头舞狮属于北狮的
一种。因为中原地域特点，中原人崇尚武学，所以蒋头舞狮也
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区别于其他北狮的是，它和武术颇有渊
源。该村老舞狮人现年 86岁的陈泰山告诉记者，蒋头村第一代
舞狮人中有两个名字叫苌大炮和苌小旦的，他们经过精心设
计、加工，将舞狮和武打交互融合，使舞狮表演形象逼真。舞狮
演员掂、扎、滚、爬，武打者刀枪棍棒轮番上阵，风雨不透。尤其
是高空表演“老杆”、“拆霸桥”等节目，惊险迭出，扣人心弦。在
观演中，你不仅能看到舞狮者精彩的高空演技，还能看到武打
者精湛的武技。所以蒋头舞狮又称武狮。

一直以来，舞狮都是蒋头村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逢年过节，喜事临门都要拉出狮子热闹舞弄一番。据该村其中
一支舞狮团的团长朱康生介绍，他儿时最大梦想就是能够学习
舞狮。但舞狮不比读书，需要强健的体魄，所以直到 14岁，他才
圆了舞狮梦，开始跟随长辈踏上了学习和表演舞狮的历程。村
里代代相传的舞狮者都是像他这样怀揣着舞狮梦，慢慢学成舞
狮能手的。

舞狮不仅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鼓舞，更能强身健体。67 岁
的村民苌毛孩说，以前医疗条件和技术差，为了给体弱多病的
人驱病消灾，体弱的人就要学习舞狮，年龄大的、舞不动的，就
会让家里人学习，自己打着鼓助威。直到现在，舞狮团里还可
以看到很多 50 岁以上的舞狮老人，身体要比一般老人硬朗得
多，表演起来身轻如燕，毫不逊于年轻人。

时过境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奔
赴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蒋头舞狮也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危机。
怎样才能让历史文化传承下去成了这代舞狮人头疼的事。目
前，蒋头村民发展经济不忘传承文化，自主集资组建两个舞狮团
队，不但立足本地，还利用网络向外推销精湛的舞狮技艺，通过
参加比赛，到全国各地演出，参与各种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一
年纯收入达 20多万。

随着蒋头村舞狮文化的逐步市场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
来，现在蒋头舞狮团队有两个团，共约150人。分别在首届河南省
艺术节、中国郑州少林武术节上获得一等奖；在河南省博览会上，
蒋头舞狮获特等奖，河南著名作家李准先生曾为其题词“天真雄威
活泼可爱”。

蒋头舞
狮的最大特
色是把舞狮
和武术融合
在一起，舞
中有武，柔
中带刚。

舞狮人正在表演最精彩的高空表演“老杆”、“拆霸桥”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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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舞狮象征着一种欢快热烈、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精神。而
荥阳市王村镇蒋头村则将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该村的舞狮在当地颇有名气，参与舞
狮的人数几乎占全村人数的一半。荥阳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中国舞狮出河南，河南
舞狮出荥阳，荥阳舞狮出蒋头。在舞狮文化中，蒋头村的舞狮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文/图）“我这个闺
女最孝顺啊。”日前，在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
举行的孝道文化论坛暨孝心示范村创建活动
上，说起照顾自己 30年的儿媳徐素霞，93岁
的秦玉珍老人禁不住泪如雨下。以孝道远近
闻名的叶岭村如果创建成功，将成为巩义首
个孝心示范村。

“闺女待我比她亲妈还亲。”坐在轮椅上的
秦玉珍告诉记者，自己腿脚一直不灵便，儿媳
徐素霞从嫁进来的第一天起就当起了自己的

“拐杖”。然而对于徐素霞来说，照顾自己的婆
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说，婆婆喜欢串门，晒
太阳，每天送完孩子后，便要推着婆婆在村子
里转几圈，晒晒太阳，叨叨家常，关系越来越融
洽。活动当天，叶岭村文艺队还表演了舞蹈、
快板书、唢呐、大鼓书等文艺节目，巩义市多名
文艺家们也自发来到这个小山村，向父老乡亲
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孝道故事。

叶岭村村委干部告诉记者，近年来，叶岭
村将“孝道”作为强村富民之本，积极开展《弟
子规》、二十四孝等传统美德教育，不断加强文
化大院、文化剧场、图书室、孝文化墙等教育阵
地建设，促进了乡风文明，助推了美丽乡村建
设，像徐素霞这样的好媳妇在村里还有很多。

巩义创建孝心示范村

叶岭村村民现场给老人洗脚，不少村民感动得直掉眼泪。

中牟绿博园区安置区开建
计划总投资逾97亿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孟飞龙 乔俊晓）记者昨
日获悉，中牟绿博文化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达 405万平方
米的四个安置区全面启动建设，正在快速推进。安置区涉
及 35个村，占地总规模达 3408.83亩，计划总投资 97.29亿
元，是目前河南省一次性安置规模最大的安置项目。

作为全省唯一的文化产业专业园区，绿博园区抢抓机
遇，坚持产业园区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并进，初步探索出一套
产业园区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并进的经验做法。绿博园区在
政府主导中落实“三好一高”的标准，倾心打造全省第一、全
国一流的安置区。具体是，环境位置好，由政府选址，均在
主干道或临街大道附近，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设计单位好，
由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设计单位，国内知名设计院负
责绿博安置区设计；建设单位好，由政府以BT模式与资金
充裕、信誉优良的大型央企合作，负责安置区建设；文化品
位高，在规划、建设过程中，由政府确定学校、医院、图书馆、
健身中心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配套设施项目及标准，
为群众打造宜居优美的高品位环境。

截至目前，绿博园区四个安置区已完成首层土方开挖、临建
房建设等，预计2016年10月，四个安置区建设工程全面竣工。

新密“利股红”个税快速增长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清喜）今年以来，新密市

地税局多举措做好“利股红”个人所得税征工作，目前共入
库“利股红”个人所得税542万元，增幅达392.7%。

“利股红”个人所得税同工薪所得一样都是由企业代扣
代缴的，无论是网上申报还是到地税大厅申报，都要分别制
作电子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新密市地税人员手把手指
导企业掌握填报表格、纳税申报和代扣代缴等流程。

该局安排下去企业召开纳税人座谈会，通过面对面辅导
的方式，确保每一户扣缴义务人能正确理解相关政策，准确计
算代扣税款。同时，查账检查各企业纳税申报情况，借助短信
提醒、电话告知等方式，督促申报，堵塞漏洞，以实现核定征收
企业与查账征收企业监管同步，确保执法公正，税负公平。

让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让
每一户人家都有贴心服务。这是全市推
行网格化管理的“规定动作”。但大石桥
街道办事处的43名网格长和众多网格协
管员却尽力做出了个性化“自选动作”。

“有什么事，找网格管理员彭姐啊！”
在天下城社区，这句话几乎成了妇孺皆
知的万能“广告语”。 彭姐名叫彭素芳，
是天下城社区的网格员。

心里装着群众，就会有“先见之
明”。前不久，她在网格巡视时发现小区
内一袁姓住户的空调架严重生锈，几乎
要掉落了，便立即提醒主人及时更换。
主人第二天便换掉了，结果第二天还真
就刮起了大风。袁先生感慨地说：“要不
是彭姐通知的及时，估计真会有危险。”

东三街4号院，三无人员、租住人员
和外来人口众多，社会关系复杂。为了
填报流动人口的资料，彭姐没少怄气。
每次填报资料，住户就“呛”得她缓不过
气儿：“我的身份证泄密了怎么办？”但彭
姐始终微笑着，这次不行下次再来，刚才
不行等会再来。日子久了，次数多了，居
民也被她这种执著的精神感动了，现在，
街坊居民都和彭姐成了好朋友。

在大石桥办事处网格员的手里，每
人都有一个笔记本和手工绘制的网格区
域图。笔记本里记录的都是社区居民的
事情如邻里纠纷、上学办证、计生信息、
门店、网吧等辖区网格内所有大小事情，
笔记本犹如一台活“电脑”，容纳了社区
所有信息。

芦春花是负责市政社区网格管理
员，刚接手时，她对这一堆“密电码”记得
不熟悉，一下子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但“笨人”有笨办法——执著。一
天，她在大街上回访的时候遇见了一个
陌生的孕妇，她当时脑海一闪，觉得在自
己印象中没有填报过此人的任何资料，
属于外地流动人口，于是一路小跑过去
追问信息，但陌生孕妇并不答理她，让她
很是失望。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另
一辖区网格员出了个主意，让她慢慢跟
着孕妇走，看她住在哪里，找到房主就可
以填到资料。靠着这股“执著”劲，她一
直跟着来到了陌生孕妇的住处，最终与
房主一起录入了信息，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第一手材料”。

大石桥的温馨“网”事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郑 岩

老党员义务维修20载，被三官庙社区居
民亲切地称为——

社区“最美维修工”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曹红改 孙新豫

老党员李建立下岗不灰心，始终保持党员本色，立足社
区搞服务，20年义务维修无私奉献受称赞。昨日，记者在
中原区三官庙街道三官庙社区采访时，了解到有这样一位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老人。

李建立，是原嵩山制药厂下岗失业工人，上班时练就了
一手绝活:会水气管道维修、电路电器的安装维修，甚至连
泥工活、换窗纱、管道疏通，样样都会。20多年来他义务为
困难户和孤寡老人维修自来水管，疏通下水道，更换阀门，
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最美维修工”。

在三官庙社区，求李建立帮忙的人络绎不绝，街坊四邻，
谁家需要帮忙，只要叫上一声，他二话不说，提上工具就去。
为邻居帮忙不管是大忙还是小忙，他从不计报酬，很多时候，
是一口水不喝，一根烟不吸，干完活就回，在北拐街所有楼院
都有人家得到过他无偿的帮助。李建立特别关心孤寡老人
家庭和残疾人家庭，遇到谁有困难往往是一帮到底。

李建立还成为三官庙社区的义务服务员。有一段时间，
三官庙北拐街路面和污水井盖损坏丢失严重，社区为了居民
出行安全，将修补路面和修复井盖的任务交给了李建立，他
第一时间跑到现场，及时将问题解决，居民们拍手叫好。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樊聪
莉）春风送暖，杏花吐蕊，每年 3月中旬
正是荥阳市环翠峪杏花盛开之时，每年
都吸引无数市民和游客慕名前去观赏。
2014 环翠峪第十七届杏花会于昨日隆
重开幕，并将持续到4月20日。

据悉，本届环翠峪杏花会以“缤纷杏
花秀，多彩环翠游”为主题，沿袭赏花踏
青的传统旅游品牌，市民在领略杏花美
景的同时，还能参与系列趣味民俗活动,
并品尝地道的农家美食。

“借问峪中何所有，千树杏花万树

柳”。环翠峪中赏杏花最美的地方就是
梅沟了。上千顷的梅沟杏花林中，满山
遍野杏花如潮，让人觉得好像进入诗的
意境，如果再能在山村茅屋中喝上几杯

“杏花蜜”茶，那可就更让人“花不醉人人
自醉了”。

同建绿色美好家园 共享清澈碧水蓝天

新郑启动环保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近日，新郑市“同

建绿色美好家园，共享清澈碧水蓝天”活动正式启动，该活
动旨在引领广大市民群众积极践行低碳生活，共同为建设
美丽城市贡献力量。

据了解，在此次活动中，该市围绕“同建绿色美好家园，
共享清澈碧水蓝天”这一主题，动员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
低碳生产生活，树立绿色生活理念，从而实现市民群众环
保、低碳意识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发展，并养成勤俭
持家、厉行节约、生态环保的良好习惯，为共同建设美丽城
市和生活环境贡献力量。

另外，本次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
“同建绿色美好家园行动”承诺签字仪式、举办了环保表演节
目等。同时，还组织开展了“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女子自行
车环城游，“变废为宝，快乐生活”手工作品展，“节能环保，从
我做起”征文比赛，“绿色家园绿色梦想”摄影展等活动。

二七区庆丰社区

积极援助就业困难家庭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李松华）“为了家庭为了

妻女，为了自己，我还要再努力，不辜负社区热心人的帮
助。”家住二七区建中街街道庆丰社区的张培超如愿在家门
口找到工作，露出久违的笑容。

张培超今年43岁，每天都要照顾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和
脑瘫女儿，一直没办法正常工作，一家三口每月仅靠300来
块钱的低保金过日子。为让妻女得到更好的治疗，张培超
多次挤时间出门寻找夜班工作，却是毫无所获。

社区社保专干王太平了解到张培超的情况后，马上翻
找社区登记在册的用工信息，并没有找到适合张培超的工
作。围绕张培超特定的工作时间和有限的活动区域，王太
平和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物业、商场等企业以及公共单
位，一一询问登记用工信息。最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
下，张培超家附近的升龙物业公司，同意聘请他为夜班车辆
管理员，月工资千元以上，并为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庆丰社区位于二七老城区，人口密度大，下岗失业人员
较多，社区再就业工作把特困人员作为帮扶重点，结合城市
管理、社区建设，广泛开发社区保洁、社区保安、车辆看管等
就业岗位，不断发展社区就业，扩大社区就业安置人员和就
业困难人员的容量，为就业困难家庭提供援助。

金水区六合苑社区

居民共同为小区增绿
本报讯（记者 王影 通讯员 周爱玲）挥锹铲土，翻松土

壤，提桶浇水……昨日，金水区六合苑社区一片欢声笑语，
物业公司和辖区热心居民一起，在小区1000多平方米的空
地上，栽种下大花月季、迎春花、三叶草、美国草籽等树种和
花籽，为小区的绿地再添新绿、添新色。

日前，金水区六合苑社区网格长联合物业公司，向辖区
居民发出“邀请”，在社区开展“同植一片绿色，共建美丽六合
苑”活动，受到了辖区居民的热情欢迎。昨日一大早，居民们
排队领取栽种工具，大伙有说有笑栽种下了片片绿色。“植树
季节虽没有到郊外去植树，但是在自己的小区内植绿也很不
错。”居民鲍女士直叫好，天天上班下班，在院内转圈都可以
看到亲自种下的小树、小草和小花，别有一番感觉，闲暇时还
可以经常给它们浇水，大家更容易养成爱绿护绿的好习惯。

活动圆满结束，六合苑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也很感动，他
们表示，希望这样的活动将持续下去。

管城区东大街办事处

开展“平安创建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郭艳姿）近日，管城区东

大街办事处在郑州邮政广场举行“平安创建进社区”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使平安建设活动真正做到了深入
人心、群众耳熟能详。

东大街办事处紧密结合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材料、悬挂张贴标语、走家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
大张旗鼓地开展“平安社区”、“平安家庭”、“平安楼宇”、“平
安单位”和“平安校园”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平安创建的“参
与率、知晓率和人民群众满意率”。并从改造老旧小区技防
设施入手，打造平安建设技防保障，先后投入100多万元在
大街小巷和居民楼院安装 300多个监控设施，社区监控室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真正做到了无死角、全覆盖，增强人
民群众对政法综治工作的满意度和公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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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环翠峪杏花节昨日开幕

一个提示牌、一把打气筒、几件修车工具，条件简陋的
“打气点”，却方便了小区里的邻里街坊。在郑州铝业公司
家属院，这个免费“打气点”已在风雨中坚持了4年，“打气
点”的主人是82岁老人张英敏与其残疾儿子张东凯。老人
说，只想让吃低保的残疾儿为大家做点贡献，只有这样做，
他心里才踏实。 本报记者 王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