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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黄帝故里人最美黄帝故里人践
行核心价值观

阳春三月，伴随着春风，一场清新的文艺
风正漫过树林、村庄，吹遍新郑大地的角角
落落。

自今年3月底起，新郑市在持续开展“六
个一”文化惠民工程的基础上，提出实施“百
支队伍、千名骨干、万家欢乐”文化惠民工程
（以下简称“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让广大
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为幸福生活添彩加码。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即在全市社区
（村组）打造百支文艺队伍（为每个社区〈村
组〉扶持组建 1~2支文艺团队、1支文化志愿
者团队）在全市培养千名文艺骨干（为每个乡
镇〈街道、管委会〉培养15~20名文艺骨干，为
每个社区〈村组〉培养 5~10名文艺骨干），在
此基础上变送文化下乡为种文化下乡、变群
众为演员，让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实现全民
参与、万家欢乐。

4 月 30 日，在新郑市梨河镇文化站，院
内尤其热闹，观众席里的百十个凳子早早都
坐满了人，两边的墙根下也扎堆站满了人，
扶老携幼，最显眼的还是穿着靓丽演出服的
各村代表队的演员们。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一件事——“梨河镇第二届广场舞大赛”的
开演。

在激昂的音乐声中，该镇经过初步筛选
后的12个村代表队轮番上场表演，流畅的动

作、变换的队形、自信的表情，尤其是演员脸
上那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情，感染着现场的每
一个人，记者也沉浸在他们的表演所迸发的
活力当中，丝毫感觉不到这些表演者是一群

朴实的村民。
获得此次比赛一等奖的刘吉安楼村代表

队领队范艳敏告诉记者：“我们村本来就有跳
广场舞的传统，‘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开展

以来，镇里又给我们派来了指导老师，如今群
众跳广场舞的热情更高了。”今年 62岁的万
喜英老人，是队里年龄最大的，谈到跳广场舞
的好处，老人说：“天天晚上都到村里文化大
院跳舞，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在新郑“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中，广场
舞培训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形式，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所
以新郑将广场舞作为第一批培训内容。截至
目前，共培训400余名文艺骨干，经过培训的
学员目前都已回到各乡镇、各社区进行业务
指导。该市梨河镇举行的广场舞大赛只是全
市各个村（社区）广场舞开展热火朝天情景的
一个缩影。

除了广场舞培训之外，该市还组织戏曲
专业人员对120余名戏曲爱好者进行专业培
训；聘请开封、原阳的盘鼓教练，分两轮对该
市12个乡镇盘鼓队进行一级培训；由该市剪
纸专家赵霞对全市的 30多名剪纸爱好者进
行培训。目前，共组织各乡镇文艺骨干培训
9期，在全市组建广场舞队、大秧歌等文艺队
伍400余支，通过传、帮、带带动该市近3万余
人得到文艺培训。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不仅点亮了新郑
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生活，更展现了新郑人的
精神风貌，在追求幸福生活中，文化的味道正
越来越浓。

“百千万”文化惠民 为幸福生活加码
本报记者 沈 磊高凯 文 / 图

新郑市梨河镇高班庄村医生高宝林曾被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单位评为“全国最美乡
村医生”。早在2011年7月，中央电视台《新
闻调查》、《东方时空》栏目就先后报道过他的
先进事迹。

今年70岁的高宝林，从跟着父亲学医算
起，已经当了53年乡村医生。

一夜出诊11次
“我也累，但累后感觉不亏心”

“我跟子女们说，高宝林对我们家有大
恩，我在世的时候，你们要记住，如果我不在
了，你们也要经常回村里看看他。”新郑市梨
河镇高班庄村村民高文选说起比自己大几岁
的村医高宝林，言语里满是感激。

高文选说，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患
有高血压，在他们患病的几十年里，都是高
宝林治疗的，无论晴天雨天，从来没有耽误
过治疗。

其实不仅仅是高文选一家，只要有人来
看病，高宝林都是随叫随到。

20世纪 70年代，高宝林一人要负责 9个
自然村、3800多人的医疗卫生工作。在那个
缺医少药的年代，高宝林的出诊量特别大。
至今，高宝林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出诊最多的
那天夜里，一夜出诊了11次。

那是一个寒冬的夜里，窗外的积雪有成
年人的膝盖那么深。天气严寒，是患有气管
炎等慢性疾病的老人发病的高发季节。

“那天晚上，我刚躺下就有人敲门，说他
的父亲咳嗽得厉害，让我去他家里看看。”高
宝林说。他穿着大棉袄和胶鞋，背着药箱就
跟着家属来到患者家。就这样，高宝林从夜
里10点一直忙到凌晨5点多，先后去了11位
村民家为患者看病。

“当了这么多年乡村医生，经常有人问
我，这样随叫随到累不累？我认为，乡村医生
就应该随叫随到，因为治病救人最要紧！我
也累，但累后感觉不亏心。”高宝林说。

主动销毁几万元账单
“感情比钱分量重”

53年来，高宝林一直想着咋让村民少花
钱看好病。

高宝林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感情比钱
分量重。”

今年82岁的高锡铭患有脑梗塞后遗症，
腿脚不灵活。家人送高锡铭到县城某医院接
受针灸康复治疗，一天两次，每次40元，加上
床位费和其他花销，一天至少需要150元。

高宝林得知情况后，主动和高锡铭的家
属联系：“多花那个钱干啥？你们回来吧！我
给他治！”

于是，高宝林就承担起了免费为高锡铭针
灸的工作，每天早晚各一次，坚持了好几个月。

“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
是在农村还有看病欠账的情况。”高宝林说。

“有的欠账户去世了，有的外出打工多年
不回家。明知道他们家庭经济困难，我能不
给他们看病？”高宝林说。

2010年年底整理账单时，高宝林就主动
销毁了一批家庭困难患者的处方单。

高宝林说，这么多年下来，有好几万元的
欠账都被他这样“销毁”了。

谢绝药店高薪聘请
“我一走，乡亲们看病就不方便了”

高宝林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新郑市许多
药店都想请高宝林去他们那里当坐堂医生。

其中一位经理开出的条件是，每月只上
20天班，管吃住，月薪5000元。

与乡村医生的收入相比，这可是非常优
越的条件。不过，高宝林谢绝了人家的好意。

“我一走，这个卫生站就得关门，乡亲们
看病就不方便了。”高宝林说。

记者在梨河镇高班庄村卫生站采访期
间，年近古稀的高宝林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

当记者问高宝林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歇歇时，
他笑着说：“可能要等到自己干不动的时候了，在
这之前，只要乡亲们需要，我仍会随叫随到。”

高宝林：治病救人最要紧
本报记者 赵 地

新华路

手机微信传递计生服务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娄丽珍）为方便育龄

群众，提高办事效率，践行群众路线，新郑市新华路计生办
借助网络资源优势，开辟了方便快捷的计生服务渠道——

“手机微信服务群”，传递计生服务信息，让辖区育龄群众充
分享受到温馨的计生服务。

“手机微信服务群”开通后，利用健康检查、证件证
明办理、上门入户访视等有利时机登记的育龄妇女手机
号码添加“微信好友”，并把新婚夫妇、独生子女户、流动
人口等分建不同的微信群，定期发布各种计生服务信息，
为育龄群众解难释疑，便于育龄群众更好地了解计生政
策和服务信息。同时，通过开展计生回访服务，收集群众
意见、建议，并有针对性地为育龄群众提供服务。自 3 月
份开通“手机微信服务群”以来，加入微信服务的育龄群
众达 109 人。这种简单易行、及时贴心、方便快捷的服务
传递到了群众心坎上。

供电公司

专项行动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刘君红) 近日，新郑市

供电公司以服务民生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深入开展窗口服务、便民交费、保障三农用
电等六大服务提升专项行动。

该公司强化服务窗口规范化管理，通过严格执行标
准制度、规范服务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技能培
训，提高员工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同时，加强重要客户

“专享型”、企业客户“直通车”、居民客户“便捷式”、弱
势群体客户“关爱式”等个性化服务；该公司还畅通银
行代收、自助缴费等多种交费方式，完善业扩报装协同
服务机制，开辟绿色通道，提高故障抢修速度、服务质
量和服务效率。通过深化服务内涵、创新服务方式、提
高服务标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服务行为，实
现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双提升。

国税局

办税公开栏方便纳税人
本报讯（记者李伟彬 通讯员 陈浩 王颖）“以前来国税

局办理涉税事项，自己总感觉心里没底，现在有了办税公开
栏，将即办类事项清单、流转类事项清单全部列出来，一目
了然，办起事来方便多了。”近日，新郑市民孙冠军在该市国
税局办税大厅一边领购发票，一边指着大厅门口摆放的办
税公开栏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据悉，新郑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摆放的办税公开栏，不
仅把全局 225项即办类事项、52项流转类事项详细的罗列
出来，还将大厅税务人员基本情况、岗位职责公示出来，同
时将申报征收、法律救援、税收优惠、税务登记等常用涉税
事项设置成二维码，只需通过微信扫一扫，便可了解最新的
税收法律、法规及释疑。

通过办税公开栏，纳税人对各类涉税事项有了一个
基本、明确的了解，方便了纳税人办税，减少了办税时间，
同时规范了大厅税务人员岗位行为，主动接受纳税人监
督，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
间架起了“连心桥”。

质监局

开展计量器具检定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近日，新郑市质监局对全

市集贸市场、超市的计量器具展开了拉网式检定。重
点检定在用的电子计价秤、电子天平等计量器具的准
确性及用计量器具是否存在超出检定有效期等违规使
用行为。

截至目前，该局已检定各类小衡器 163 台件，合格
率为 94%，针对不合格计量器具，检定人员当场进行了
调修，保证了计量器具的准确可靠。检定过程中，该局
工作人员还向集贸市场及超市负责人宣传了计量有关
的法律法规，并要求其严格规范计量行为，确保广大消
费者购物时称准量足、公平交易，使全市人民能够用上
放心秤。

遗失声明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强险标志（流水

号：2105201401504957）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吴海燕，在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观音寺支行抵押的房屋他项
权证（抵押字第 0261 号），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吕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410254615），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盛世庆典》喜获
郑州摄影展优秀奖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王保建 文/图）近日，
记者获悉，由新郑市外宣办组织并选送的摄影作品《盛
世庆典》，获得“2012-2013 郑州值得记忆瞬间”摄影展
优秀奖。

据了解，“郑州值得记忆瞬间”摄影展自2009年已成
功举办四届。本次摄影展共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优秀奖5名。活动得到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支
持和参与，郑州各县市区及市直单位共推选参展作品
2000余幅。其中，新郑市委外宣办共征集作品100多幅，
选报作品 54 幅。作品集中反映了该市 2012-2013年重
大事件、大型活动、城市风貌、繁荣商贸、现代工农业、旅
游风光、人民生活等内容。

《盛世庆典》作者系新郑市新闻中心摄影记者沈磊，
作品反映的是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盛况。在作
品获奖的同时，该作者也将有机会成为郑州图片网签约
摄影师。下图为获奖作品《盛世庆典》。

新郑为千余名工伤职工
发放待遇 1467 万元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通讯员 巴娟）“多亏了党的好政
策，俺妞的生活才有了依靠啊！”新郑市某企业职工薛某
的父亲握住工作人员的手感激万分。薛某工作时不慎被
机器挤伤右手臂，造成右上臂截断性损伤，后被郑州市人
社部门认定为工伤，郑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其
为三级伤残并可配置辅助器具。

据悉，这是今年以来新郑市工伤职工伤残程度最
高的一起工伤事故，新郑市社保局高度重视，及时到
职工家里进行探望，当了解到年仅 21 岁的薛某不仅家
庭困难，而且自身存在耳聋的残疾，该部门安排专人
专车全程陪同薛某到定点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安装肘离
断肌电假肢，并于 2014 年 5 月为其拨付了医疗待遇
15985.59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64万元。今后，薛某还
将每月领到 1963 元的伤残津贴，解决了她就业和生活
上的困难。

民生为本，服务为先。为认真做好工伤保险各项工
作，新郑市社保局专门制作办事流程图、参保明白卡上门
发放；开通农民工、建筑企业参保“绿色通道”；定期到企
业开展工伤预防培训；组织企业参加免费职业健康体检，
提升工伤保险影响力，维护了企业职工权益。截至 4月
底，新郑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达51890人，共计征收工
伤保险基金 5304万元，已累计发放工伤待遇 1283人次，
金额达1467万元。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新郑市各级各部门立足本职、扎根基层，把
为群众谋福利作为第一要务，尽心做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图为该市梨河镇计生办
携手新郑妇产医院下乡为群众巡回义诊。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近日，新郑市外国
语小学开展“相约春天，
诗满校园”读书节活动，
通过活动弘扬优秀的民
族传统文化，陶冶孩子
情操，提高孩子文学修
养，营造和谐、高雅的书
香校园和人文氛围。图
为孩子们正在表演节目
《春之韵》。

本报记者 边 艳
通讯员 乔丽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