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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田
地里麦类、谷物等农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

这一天，新郑市八千乡的群众在夏粮收
获之前，提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
值得一提的是，为这顿大餐“掌勺”的，全是十
里八村的“自己人”。

上午 9 点，随着“咚咚咚”三声铳响，舞
狮、盘鼓、广场舞、戏曲、唢呐……早已拉开架
势的 24 支文艺队，纷纷亮出绝活，“各显神
通”。从四面八方涌来抱着孩子的、拎着板凳
的上千名群众，脸上尽是过年般的喜悦。

与以往从城里来的文艺队不同，当天
500 余人的“演员”队伍很快与群众打成一
片，这些平日里村民身边的邻居、大姐、三叔
……摇身一变成为举手投足“专业范儿”的

“演员”。表演中，时不时有“演员”与观众互
动着，引得阵阵哄笑与喝彩。

68 岁的马喜顺是八千乡沙张村戏曲文
艺 队 的 一 员 ，也 是 当 天 年 龄 最 大 的“ 演
员”。在简易搭建的戏台前，坐在小板凳上
观看演出的大爷大娘高兴地合不拢嘴，老
马也表演得格外卖力，他管自己这叫“汇报
演出”。

原来，痴迷戏曲多年的老马前不久经过
“高人”指点后，在该乡举办的“戏迷擂台赛”
上一举夺魁。而那位“高人”，就是该市“百
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中负责戏曲培训的专业
老师。

“人家老师就是专业，对俺村戏迷从唱
腔、动作到乐器演奏一点一点教，以前俺们
都是自娱自乐，现在经老师一‘点化’，水平立
马‘呱呱叫’。”老马对今天的“汇报演出”信
心十足。

一阵响亮的鞭炮过后，人群开始向舞狮

的架子下聚集。按照习俗，鞭炮过后，最精彩
的高台舞狮就要开始了。只见俏皮灵动的

“狮子”在九米高的架子上逐层攀爬，时而翻
上，时而绕下。

人群里有几个穿着“北大附中”校服的学
生和他们的家长看得目瞪口呆。学生家长是
从外地来探望孩子的，刚好赶上这个活动，

“像这样的民俗文化表演现在不容易看到了，
只有像新郑这样多举办类似的活动，才能让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也能让更多人记得
住乡愁。”

“具茨山上留下始祖脚印，溱洧河畔流淌
郑风古韵……”从小合庄文艺队的舞台上传
来“新郑味儿”十足的歌词，这是新郑自创的
广场舞曲目《最美黄帝故里人》。

悠扬的旋律，飘逸的舞姿，再加上“接地
气”的歌词，让人群中不时传出啧啧称赞声。

“这广场舞跟平时的不一样，还怪洋气嘞，以
后 咱 也 学 学”，“ 就 是 啊 ，看 人 家 跳 得 多
美”……

不光看的人觉得美，跳的人心里更“得劲
儿”。“别看俺们都是农村妇女，可只要音乐一
响，踩着节奏，立马都成‘演员’了。这舞蹈大
气，歌词也是咱身边的，越跳越得劲儿，越跳
越觉得自己美。”领队的话，立刻引来一片爽
朗的笑声。

阵阵喝彩声也在俏皮夸张的竹马旱船
旁、敲击有力的盘鼓军鼓旁、即兴扭起的秧歌
旁不断响起。整个活动现场，“演员”们尽情
展示，群众喝彩声不断。

“让群众变成演员，成为文化的主角。”的
确，群众自己“掌勺”，才能烹制出适合自己胃
口的“大餐”。当品尝着自己的“手艺”成果
时，那份笑容才是发自内心、最真实的。

群众“掌勺”烹出精神大餐
——新郑市八千乡文艺展演见闻

本报记者 刘佳美

地税局、房管中心

联合办公提升办事效率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通讯员 白会凯）“地税局

和房管中心联合办公，让我减少了不少麻烦，没费
多长时间，我的所有手续就办完了！”近日，刚刚办
理完业务的新郑市民张中亮告诉记者。

据悉，自5月21日起，新郑市地税局、房管中心
在该市龙湖镇企业总部，成立郑州市县（区）首家联
合办公房产交易办事大厅，开展办理新房、二手房
缴税及房产交易手续，大大缩减了市民的办理时
间。

家住该市龙湖镇东张寨村的张中亮，在该镇华
南城买了一间商铺。一直想早点办理房产手续，却
因太忙抽不出时间到市区，得知在龙湖镇就可以办
理相关手续的他，立刻带齐相关证件，早早地来到
办事大厅，很短时间内就办理完了相关手续，他止
不住地称赞现在职能部门能够深入实际，切实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据悉，该市地税局、房管中心在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服务保障民生工作中，为方便市民办理新房、
二手房缴税及房产交易手续，实行一站式服务，减
少并简化了市民办事流程，使群众享受到更加方
便、快捷的服务。

观音寺镇

组织老干部参观
新郑新区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 通讯员 魏艳林）为进
一步加强离退休老干部管理工作，更加直观地感受
新郑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面貌，近日，新郑市观音
寺镇组织机关离退休老干部到新郑新区参观考察，
感受新郑新发展、新变化。

在新郑新区，该镇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了新区的
整体规划、基础设施、功能分区、项目建设等基本概
况，并一起游览了轩辕湖湿地公园，感受新区发展
新貌。此次活动受到了老干部们的一致好评。近
年来，观音寺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通
过举办老干部联谊会、定期体检、参观考察等丰富
多彩的集体活动，关心老干部生活和身心健康，让
老干部老有所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环保局

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姚佩）近日，新

郑市环保局以“城镇化与减灾”为主题，结合环保工
作实际，开展了“防灾减灾”系列活动。

为提高干部职工素质，该局开展“四个一”活动，
即阅读一本关于应急书籍，观看一部涉及灾害的影
视作品或听一堂应急知识讲座，分享一次避险经历，
开展一次家庭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同时，还适时开
展环境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

为增强市民掌握减灾技能，“防灾减灾日”当天，
该局还在炎黄广场通过展出应急知识展板、设置咨询
台现场答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市民
普及有关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危害，以及发生突发
环境事件时公众如何自我防护等环境防灾减灾知
识。活动现场，发放印有应急环保知识的宣传单500
余份，宣传册500余份，接受市民咨询200多人次。

供电公司

观红色电影 学先辈精神
本报讯（记者赵地通讯员黄琳暄 高锐）近日，

新郑市供电公司组织120余名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红
色电影《焦裕禄》。

据悉，播放红色系列影片是该公司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丰富学习形式、拓展学习内
容的一项重要举措。《焦裕禄》是该公司组织观看的
首部红色系列影片，该公司还陆续播放了《生死牛
玉儒》、《雷锋》等一系列红色主题电影，旨在用先
辈、先进的英雄事迹教育人、感染人，引导党员干部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切实将自身的思想与言行融入
为企业发展和为用户服务中去，更好地践行为民务
实的主题，倾力树立电力员工的良好形象。

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震
撼，要将先辈、先进作为学习的榜样，以焦裕禄精
神为镜，认真对照，好好学习，争做企业信赖的干
部员工。

新郑龙湖国家级
湿地公园项目动工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秦四海）5月 23日，新郑
市龙湖镇隆重举行“新郑龙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动工仪式”。
该市领导马国亮出席。

据了解，新郑龙湖国家级湿地公园规划范围为十七里
河沿线，北至西南绕城高速、南至泰山路、东至经二路、西至
经三路。湿地公园总占地1470亩，总投资额约为2.6亿元，
施工周期两年，力争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前部分对群众开
放。湿地公园在规划上主要分为一轴三区，一轴即十七里河
水轴，结合丰富的滨水景观和文化小品，打造现代都市的靓
丽风景线；三区由南至北依次为南部生态湿地区、中部水岸
休闲区和北部都市森林区，不仅每个区域都有特色鲜明的主
题，而且三个区域衔接紧密、功能互补、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形成强大合力
防控手足口病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召开全市手足口病防
控工作会议。该市领导缑云峰出席。

会议要求，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当前全市
手足口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要明确职责，群防群控，形
成手足口病防治强大合力；要紧扣关键环节、严格责任追
究，坚决打赢全市手足口病阻击战，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抓好“三夏”农业生产
服务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 通讯员 李浩）近日，新郑市组

织收听收看全省“三夏”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召开“三
夏”生产暨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专项会议。该市领导康红阳
出席。

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严肃工作纪律、加强监管督查，
认真实施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要抓抢收抢种、抓麦田管理
攻坚、抓产业结构调整、抓农资市场管理，切实做好“三夏”
农业生产；要强化认识、强化责任、严肃追责，着力做好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为再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举办普法宣传
维护社会稳定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近日，新郑市宗教局、防范
办、国安办和反邪教协会在该市炎黄广场联合举办“民族团
结进步共建和谐家园”、“崇尚科学、反对邪教”普法教育宣
传活动，旨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崇尚科学、关爱
家庭、珍爱生命、反对邪教。

活动现场不仅悬挂宣传标语、设立展台、放置展板，为
市民发放《反邪教知识明白纸》、《国家安全知识宣传教育资
料》等宣传彩页、反邪教口袋书、养生科普读本，还通过有奖
竞猜、现场答题等方式，奖励反邪教宣传扑克牌和雨伞，让
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爱国教育，增强正确识别邪
教、抵制邪教的能力。

近日，新郑市市直中学退休教师李
存到该市农商银行取钱，出银行门后发
现多了500元钱，随即返回退给银行，面
对银行女柜员的连声道谢，李老师表示
这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对李老师的行
为，我们必须点赞。

任何人的日常表现，都源于其长期
生活中行为习惯。李老师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信守“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见
微知著，笔者相信她无论在生活中还是
在教学上，都是一个重“德”的人，这样才
使得她在拿到多余的钱的时候，倾听自
己内心的声音，毫不迟疑地返回退钱。

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遇到过类似
的场景，只不过结果没有李老师处理得那

样干脆。有些人在有悖于传统道德、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的情况下，或是曾经犹豫，
但终不能抵御诱惑，或是感觉无伤大雅，
蝇头小利无损“自身清白”而获取“额外的
利益”。

生活中，面对道德的抉择，犹豫不可
取，而感觉无所谓则更不可取。我们国
家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
更兼流传众多道德箴言。如今在面对老
人倒地时，我们却在“扶”还是“不扶”的
道德选择上犹豫困惑，整个社会的道德
勇气如何从高处遽然跌落可见一斑，当
前的道德困境不得不令人扼腕。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向善的力
量，它告诉我们要做好人，过有道德的生

活；还有一种“平庸的恶”的力量，它会综
合种种善良人吃亏的“前车之鉴”，消解着
人们内心善良的愿望。在两种力量的博
弈中，要么良善胜出，选择出手相助；要么

“平庸的恶”胜出，选择袖手旁观，随之带
来的会是道德感的普遍缺乏和行为动力
的减弱，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
下降。

追求道德的目的是让人过上美好
的生活，享受生活的美感和人性的温
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道德冲突，
要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克服内心矛
盾，做出合理的行为抉择并付诸行动，
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
应有之义。

道德不需要犹豫
石山

近日，新郑炎黄贡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该市老干部局老年大学文艺表演队捐赠了价值两万余元
的文艺活动器材和服装道具，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美德。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麦儿黄，杏儿熟。5月26日，金灿灿的甜杏挂满枝头，
正在采摘的市民满怀喜悦。新郑市辛店镇柿树行村利用荒
山种植优良杏树、核桃树等果树，通过市民亲手采摘的方式
进入消费市场，增加农业效益。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通讯员 赵君宝 摄

七日谈

依托网格平台
开展征兵宣传

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高灯明）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国家兵役政策，增强征兵工作宣传力度，近期，新郑市人
武部依托高校和地方网格化平台开展征兵宣传工作，实现
了网格覆盖、全民动员、全员参与。

新郑市人武部及时召开全市征兵工作会议，对高校分
管业务负责人和全市网格长进行了为期2天的征兵业务培
训，并开展“2014年征兵政策宣传周”。同时，还到中原工
学院、西亚斯、华信学院等12所高校集中进行征兵宣传，印
发了征兵工作《明白卡》、《致青年家长的一封信》等，张贴海
报、悬挂条幅及发放征兵工作宣传彩页，公布了政策咨询电
话和监督举报电话。各乡镇（街道、管委会）组织对网格长
进行政策培训，并设立报名点，接受并组织适龄青年进行网
上报名登记。

截至目前，新郑市网上登记报名人数已达381人，大学
生报名325人。

近日，新郑市卫生
监督所按照省卫生厅
和郑州市卫生局开展
“打击非法行医宣传月
活动”的要求，到该市
西亚斯国际学院举行
打击非法行医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的主题
是“你我共同参与，打
击非法行医”。

在现场宣传展板
前，卫生监督员向同学
们宣传非法行医的危
害，以及如何辨别非法
行医行为，并耐心解答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
场还发放了1000多份
打击非法行医宣传单。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陈英举 摄

基层风采基层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