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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郑市城关乡的王刘庄村，有一处
在外人看来并不起眼的小院。但如果不
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看似普通
的院子里，收藏着上万件各类民俗实物。

清朝黄帝御赐的匾额、民国时期的铜
叉、“文革”年代的瓷缸、戏台上的鳖灯、货
郎担的扁担、地主土豪的水烟袋、计量用的
斛斗、镇宅用的七星宝剑……各种平时听
说过、没见过的稀奇古怪玩意儿，在这个院
里的10多间平房内陈列有序。器物类别之
全令人瞠目结舌，范围之广让人眼花缭乱。

收藏这些东西的主人叫王大发，初见
他时，68 岁的老人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帽，
花白长须，健步走来时，记者脑中立刻蹦
出一个词——仙风道骨。

老人已经记不清他的藏品具体有多
少件了，从 20 多年前开始收藏至今，老家
具、根雕、农耕具、酒具等各类器物被分门
别类摆满了家里的每间屋子，自己和老伴
只能住在院子角落的一间平房里。尽管
居住条件不佳，但说起自己的每件藏品，
老人神采奕奕，每一件都能如数家珍地说
出它的来历。

为了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老人付出
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为了悬崖峭壁

上的根材，年近七旬的他曾身系绳索，将
自己吊在半空，将根材锯落山下后，再将
其从山下徒步背上山来；为了得到深沟里

的料姜石，他曾在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下，
跳到挖运河的深沟里翻找他口中的“陆地
珊瑚”；为了找到用于根雕的树根，他可以

凭一己之力，花费数个小时，将树根从地
里完好无损地挖出。

这些别人看似没用的东西，经过他的
加工后便成为一件件艺术品。在其中一
间专门摆放根雕的房间内，一个两三米高
的“展翅雄鹰”栩栩如生，羽毛纹络清晰可
见。老人说，雕刻这个雄鹰花费了几个月
时间，边说还边现场展示了雕刻的过程。

原来，老人高超的雕刻技术得益于自
己的木匠出身，也正因为此，老人对老家
具特别钟爱：“我太了解做一件家具的不
易，它包含了木匠太多心血和工艺。”老人
动情地说，现在看到许多东西被毁掉，觉
得非常可惜，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件民俗物
品，不仅有自身的艺术价值，还有其历史
价值。

“就拿灯具来说，我这里有鳖灯、铁
灯、铜灯、美孚灯、马灯、洋灯、煤油灯，它
们放在一起就是过去几代人照明的一段
历史，每个灯里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是
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老人说，现在自己的
愿望就是正式开办新郑第一家私人民俗
博物馆，对外免费开放，让更多人通过各
种民俗藏品记住那个年代，让新郑当地民
俗艺术的精华能够长久遗存。

近日，按照新郑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统一安排
部署，征得市委第一督导组的同意
后，我们镇党委组织由班子成员、二
级机构负责人及村支部书记组成的
学习参观团赴兰考学习焦裕禄同志
先进事迹。在参观完焦裕禄同志纪
念馆后，全体同志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向焦裕禄同志烈士墓敬献了花
篮并施鞠躬礼。焦裕禄的事迹给了
我很大的感触：

一、要当一个有强烈事业心和
责任感的干部。焦裕禄同志在兰考
工作仅 1年零 3个月，470多天，是什
么让兰考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县委
书记？那就是他一心为民的公仆情
怀。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到条件最艰
苦的地方调查风沙、盐碱、内涝等情
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科学制定
出治理“三害”的举措，有效地巩固
了农业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这
说明老百姓喜欢那些肯真心实意为
他们解决困难的干部，而不是只说
大话不办实事的干部。作为一名在
基层工作近 20个年头的干部，我深
深体会到只有到群众最困难的地方
去，帮助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才能
赢得民心，也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二、要富有同情心，善待群众。
党群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关
系，也是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你对老百姓好，他就让你
顺利行舟；你对老百姓施坏，他就来
个狂风大作，打翻你的船。人民群
众是党的根基、干部的根基，只有把
自己融入到百姓之中，干工作才能
如鱼得水，才能游刃有余。要知道
权力是百姓给的，要敬畏百姓，要善
待百姓。在工作中要热情对待群
众，经常到农户家中嘘寒问暖，要多
到田间地头接地气，愿跟老百姓坐
同一条板凳，说百姓听得懂的话，把
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好。总之，
百姓是父母，对百姓颐指气使，就是
对父母不孝。焦裕禄同志经常到不
认识的百姓家中帮助解决困难，就
是把百姓视做亲人的最好例证。

三、工作中要有一股子不服输的
干劲，敢于闯，敢于担当。焦裕禄同
志有一种革命者敢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的大无畏气概，与天斗，与地斗，终
于斗过了难以治理的“三害”，种上了
泡桐、花生和大枣。如今一到兰考，
带着香味的泡桐花扑面而来，使人精
神为之一振。面对困难，迎难而上，
是焦裕禄同志的一贯作风。他从不
向自然灾害低头，他亲自到风沙口测
风速，到洼地测水流向。即使知道自
己病得不轻，他也坚持到工作第一线
了解情况。在解决部分困难干部救
济粮的问题上敢于承担责任，显示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崇高人
格。基层工作经验告诉我，不闯不
干，什么工作也干不成。犯错误不
怕，改正就行。只有这样，工作才有
朝气，才有活力，才有创造性。

四、要传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玉汝于
成。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能磨
炼人的心志。焦裕禄同志一床被子
用了十几年，衣服破了补，孩子们的
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接着穿，吃饭经常是粗粮加咸菜。诚然，
现在社会生活条件好了，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饿着肚子工作
了，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勤俭节约的老传统不能丢，要
避免大吃大喝，力戒奢侈和浪费。我们心里要时刻想着低保家
庭的生活，想着五保老人的生活，想着弱势群体的生活。只有这
样，才能多出点子谋划发展，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

中小学生团体
可免费游郑国车马坑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闫凯）近日，记者从新郑
市旅游和文物局获悉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广大中小学
生的爱国、爱家情怀，即日起，郑国车马坑景区推出针对中小学
生团体参观的优惠举措：中小学生 20人以上团体凭学校介绍信
可免费参观。

据了解，这是继该景区对新郑籍 6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免费
参观后的又一项优惠举措。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参观的老师也
在免票范围之内，但限定每 10名学生可有一名教师凭教师证免
票。免票参观的学生团体应为 20人以上，须凭介绍信提前两天
与该景区联系登记，共同商定参观时间。

新郑出台意见加强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文保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王凯 刘莎莎）近日，《新
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强化文物保护工作的意
见》出台。该市旅游和文物部门严格按照意见的要求，加大文物
保护力度，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文物是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文
化旅游名城的价值支撑，更是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
前提与基础。因此，在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新郑市强化文物保
护的理念，始终坚持文物保护的原则，按照“保护为主、科学规划、
合理利用、突出特色”的工作思路积极稳妥地做好各项工作。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旅游产业不但能更好地发
挥就业富民作用，也能加速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该部门将正确
认识和处理文物保护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不断加强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敢于担当，务实重做，开拓创新，走出
一条极具文化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王大发与他的私人民俗馆
本报记者 刘佳美 沈磊 文/图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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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村有
一座历史悠久的故城——华阳故
城，它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军事重
镇。它一直都散发着浓浓的历史
文化韵味，吸引着生活在华阳寨
村的百姓们研究它的历史。

今年59岁的海文亮就是其中
一位。土生土长的他，从记事时，
他的耳边就从不缺乏关于这座故
城的传说。小小的他，觉得传说
中的事情很神秘，感到不可思
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听得越
来越多，明白了很多传说都是通
过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的，传着传
着，有些内容就被“传”得改变
了。他就想把这些谜底打开，还
原历史的真相，而传说是一个很
好的切入点，于是，他对传说的热
情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引燃了——
一个故城里面曾经发生过那么多
事情，里面的每一样东西背后岂
不是都有一段被时光淹没的故
事？如果能知道发生在故城里的
故事，就能分辨出传说的真假，岂
不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从
此，海文亮就像着了魔一样喜欢
上了华阳故城的一切。

为了弄清发生在华阳故城的故
事真相，海文亮搜集各方资料，从图
片到文字，他整理了厚厚的一沓。
同时，他有事没事总爱去和年纪大
的老人们在一起谈论华阳故城的

“前世今生”。他说，老年人对传
说这方面了解得比较多，经常和
他们聊天，会知道很多事情。今
年82岁的沙永安就是他的聊天对
象之一。他们在一块经常会为了
一个历史细节，拿出各自掌握的
资料相互理论。在不断的切磋
中，海文亮对华阳故城的知识也
越来越丰富起来。除此之外，海
文亮还从不放过跟文物部门的

“亲密接触”。每次得知他们前来
探测考察文物时，他都跟在他们
旁边听他们讲解，并将自己的疑
问说出来。一来二去，他的疑惑
被真实的历史真相取代了。研究
华阳故城，也成了他的爱好，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好这一式”。

了解得越多，他的自豪感就
越强烈：“这里有仰韶时期、龙山
时期的文化，石器、瓦片都是证
据；这里还是炎帝的诞生地，是
古代重要的城邑。”他坦言当初
自己只是想知道发生在这座故
城里的故事，没想到里面的历史
这么有魅力，吸引着自己关注了
这么多年。但是他对它的历史
了解得还是少之又少，还需进一
步充实。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
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华阳故城，
因为后人不能忘记前人的故事
和历史，了解历史变迁有利于今
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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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亮在向记者讲述华阳故城的历史。

4月17日，新郑西亚斯艺术培训中心和新郑市舞协联合主办的2014年“舞动中原·舞出
风采”联欢舞会在该市炎黄广场成功举办。活动共吸引来自武汉、郑州、许昌、洛阳、新郑等
地的知名舞蹈团队近20支、舞蹈专家70余人前来展示、交流和学习。队员们曼妙的舞步和
着激昂的旋律，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该活动不仅为该市舞蹈文化同其他地区的相互
交流学习提供了较好的平台，同时丰富了市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对倡导健康的生活和健身
方式起到了示范作用，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王保建 摄

注：若有变动，以最新通知为准

新郑市2014年“文明河南•欢乐中原•魅力新郑”
百姓大舞台乡村广场文化活动日程安排表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活动时间

5月下旬

6月下旬

6月下旬

6月下旬

7月中旬

7月中旬

8月上旬

8月中旬

8月下旬

8月下旬

8月中旬

8月下旬

8月下旬

8月中旬

8月上旬

8月下旬

活动地点

高班庄村等三个村

镇区广场

北关社区

镇区农商行门口

第一社区

炎黄广场

肖韩社区

镇区

阳光社区

中心社区

镇区

吴庄社区

镇区

大槐树村

镇文化站广场

龙湖镇盛世广场

承办单位

梨河镇

薛店镇

新建办

八千乡

新区管委会

新华办

孟庄镇

和庄镇

辛店镇

郭店镇

城关乡

新村镇

新烟办

具茨山管委会

观音寺镇

龙湖镇

注：若有变动，以最新通知为准

活动时间

4月30日（星期三）

5月9日（星期五）

5月16日（星期五）

5月23日（星期五）

5月30日（星期五）

5月31日（星期六）

6月13日（星期五）

6月14日（星期六）

6月20日（星期五）

6月21日（星期六）

6月27日（星期五）

7月2日（星期三）

7月4日（星期五）

7月5日（星期六）

7月11日（星期五）

7月12日（星期六）

7月18日（星期五）

7月25日（星期五）

7月26日（星期六）

8月1日（星期五）

8月2日（星期六）

8月3日（星期日）

8月8日（星期五）

8月9日（星期六）

8月15日（星期五）

8月22日（星期五）

8月23日（星期六）

8月29日（星期五）

8月30日（星期六）

9月5日（星期五）

9月6日（星期六）

9月12日（星期五）

9月19日（星期五）

9月27日（星期六）

承办单位

工会

卫生局

薛店镇

龙凤苑幼儿园

教体局

武汉小太阳幼儿园

市委宣传部 文广新局

安监局

国土局

水务局

市委宣传部 文广新局

老干部局 老年大学

邮政局

灰姑娘艺术中心

观音寺镇

领舞蓝天少儿舞蹈培训中心

市委宣传部 文广新局

市委宣传部 文明办 妇联

交通局

司法局

文化馆舞蹈中心

河南A舞团少儿舞蹈学校

帝舞街区培训中心

舞之恋培训学校

市委宣传部 文广新局

八千乡

孟庄镇

林业局

城关乡

教体局

人社局

移动公司

辛店镇

龙湖镇

活动形式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戏曲大赛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歌手大赛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舞蹈专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器乐大赛

家和万事兴
颁奖晚会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舞蹈专场

舞蹈专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舞蹈大赛

戏曲专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戏曲专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综艺演出

月份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新郑市2014年“文明河南·欢乐中原·魅力新郑”
百姓大舞台炎黄广场文化活动日程安排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