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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新闻

顺着新郑南关双洎河大桥朝南走不
久，就能发现一个绿树掩映的土岗，依稀
能看到岗上闲散的住户。“这里离县城三
里路，又是土岗，便得了‘三里岗’这个村
名。”等候记者的三里岗村支书高喜民和
记者热情地打招呼，并带路进村，他说，村
里最出名的就是“李记菜刀”传承人李留
柱的手工作坊。

走进李留柱家，开放式的菜刀作坊
便在记者眼前铺开，里面摆着风箱、砧
子、火钳子、锤子、抢刀、锉子等各种制刀
工具，件件身上都写着“岁月”。菜刀作
坊的当家人李留柱十分喜爱他的这些制
作工具，他告诉记者，他做菜刀 30 多年
了，是第五代传人，做刀的“家伙件”基本
上不离手。李家祖上做菜刀从曾祖父李
文祥（1845—1918）开始，之后在 1907 年
祖辈定居三里岗冯庄村时，开始有了不
小的名气。为了和市面上普通菜刀区分
开，凡是李氏家族制作的菜刀上都打上
两个“李”字，所以，菜刀也被称为“双李
菜刀”。

“李记菜刀”因“双李”字闻名世间，
但真正赢得购买者赞赏的还是其品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菜刀分大中小三
个型号，纯手工制作的鱼肚状刀身，前薄
后厚、美观轻巧、光亮锋利、韧而不脆、刚
柔适中、经久耐用，具有前切、中片、后剁
骨、背轧肉泥、把捣蒜等功能。该菜刀使
用寿命为 30 到 50 年，是普通菜刀的三到
五倍，而因为做工精良，“李记菜刀”还形
成了“不上集、不赶会、用户上门催”的销
售模式。

如此出色的菜刀，制作起来自然是不

省心的。李留柱对记者说：“卖刀卖的是
功夫。每一把刀，不经过锻打刀坯、拉条、
破槽、夹钢等前前后后30多道工序是成不
了的。说到底，每把菜刀不打够万把锤，
那就不是‘李记’好菜刀。”

高超的制作工艺、过硬的质量、良
好的口碑，也让“李记菜刀”收获了意想
不到的荣誉。自李留柱的祖父李凤鸣
时（1954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并
出席开封地区、河南省和全国先进生产
者表彰会；1963 年被开封地区命名为

“手工业老艺人”荣誉称号，“新郑三李
岗李记菜刀”从此名扬省内外，走出新
郑及周边的长葛、禹州等地，并在开封
和郑州牢牢站稳脚跟，之后还远销到江

浙乃至美国、新加坡等地；2008 年，“李
记菜刀”又被郑州市政府公布为郑州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10 年 3
月，李留柱的伯父和父亲获得“郑州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的称号，而今，李留柱本人也于今年 3 月
获得“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的称号。

现代社会是个快节奏的经济社会，传
统家庭作坊式手工菜刀的制作模式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李留柱对记者
说：“现在家族中制作菜刀的只有四户
了。作坊式制刀是落伍的方式，我打算面
向社会引资，再培养一批传承人，让传承
百年的‘李记菜刀’可以继续风光下去。”

李记菜刀 传承百年
本报记者 高 凯 通讯员 王保建刘明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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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佳 文/图）近日，由荥阳慈善总会
和贝因美公司联合举办的“慈善关
爱 茁壮成长”贝因美婴幼儿奶粉
发放仪式在荥阳慈善总会慈善超
市举行。低保、低收入和残疾人等
困难家庭的婴幼儿可以免费领取
两箱价值 2000 元的贝因美奶粉，
以帮助他们减轻一些家庭负担。

仪式现场，杜玉萍和她的丈夫
正在搬运奶粉，她的三胞胎宝宝如
今刚满一周岁，今天她领取了六箱
奶粉，三个孩子可以吃两个月。杜

玉萍告诉记者：“三个孩子从小一
直是喝奶粉，一个月得 3000 多元
的奶粉钱，她和孩子的奶奶在家看
着三个孩子，孩子的爷爷和父亲都
出去打工挣钱，日子过得十分紧
张。”杜玉萍动情地说，“都是周围
的邻居帮衬着，乡民政所也尽力帮
助，今天又给孩子捐了两个月的奶
粉，非常感谢大家。”

据了解，此次贝因美公司向荥
阳慈善总会捐赠了 327 箱共计 20
余万元的婴幼儿奶粉，将惠及 100
名家庭困难的婴幼儿。

327 箱奶粉
义助婴幼儿

领到奶粉的三胞胎妈妈杜玉萍十分开心。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晓
慧 弋楚 文/图）近日，由登封市文广新
局主办，登封市文化馆承办的第九个
文化遗产日暨“百城万场”广场文化活
动在迎宾广场举行。

一个 5 岁的小女孩拉着妈妈的
手，蹲在一盆盆绢花面前看花了眼。
绢花的传承人胡凤表示，这些珍贵的
文化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智慧
的结晶。这次在家门口展示文化遗产的
独特魅力，有着特殊的意义。”嵩山芝麻饼
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吴新生说。

活动期间，由文化志愿者自编自演
的音乐、舞蹈、戏曲等优秀节目精彩纷
呈。这次活动不仅有近九年来登封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申报及保护工作
的情况介绍和成果展示，还对每个“非
遗”项目设立专栏，图文并茂地向参观
者介绍其历史、现状、保护和传承情况。

据了解，目前登封市已成功申报
国家级非遗项目 1项（少林功夫），正
在申报的 3项（中岳庙会、登封闹阁、
登封窑），成功申报省级非遗项目 10
项，郑州市级 33项、登封市级非遗项
目已达105项。

鸡蛋都是按个卖

干过养殖的都知道，家禽养殖业不好
干，不但产品受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而且
疾病防疫还是个大问题，搞不好，一场疫情
下来就弄得血本无归。但干了 20多年的
李素琴养鸡养出了门道，养出了“高大上”。

“俺的鸡下的可是高免蛋。”李素琴
告诉记者，所谓高免蛋，是高效免疫蛋的
简称，下这种蛋的鸡饲养要求标准都比
一般养殖高得多，养殖过程中，不但不能
使用抗生素，而且对空气、水源、饲料还
有要求，所以鸡下的蛋质量都很好。

“这种鸡蛋主要是用于生物制药方面
的，并且价钱高，一年四季收购都非常稳
定，鸡蛋都是按个卖的。”李素琴说起她的

鸡蛋头头是道。

山沟里飞出金凤凰

李素琴说，也是一个偶然机会，让自
己踏入了高免蛋蛋鸡养殖。

李素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养鸡，刚
开始规模比较小，只养不到500只鸡，主要
以农村传统养殖方式为主，养了十几年也
没有太大的发展，而且一旦碰到疫情，都
非常紧张，鸡蛋价格也不稳定，一年几个
价，高高低低，养鸡并没有让她实现真正
的脱贫致富。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新密
养鸡同行提到高免蛋效益不错，回来后便
就想方设法了解了高免蛋的具体情况。

经过了解，得知养殖这种鸡需要有好的空
气环境、好的水源、饲料要专业配制，还不
能给鸡使用抗生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
高免蛋要求的质量。

“俺村三面环山，空气、水源都没有受
到污染，条件肯定没问题。”李素琴说，当
时自己就坚信，只要有技术标准，有别人
成功的经验，她也能达到要求的质量。

带领乡邻共同致富

看准了方向，当年李素琴先试养了
5000只这样的蛋鸡，严格按照饲养要求，
一年后，让她这个养了十几年鸡的老养殖
户重新看到了希望。养殖高免蛋蛋鸡大
获成功，鸡蛋直接供生物制药制作禽类疫

苗，鸡下的蛋不但大小差不多，而且每斤
达到10个，每个都卖到6毛钱左右。

实验的成功，让李素琴下定决心放
弃原来所有的传统养殖，全面转入高免
蛋蛋鸡的养殖，几年间，让她的养殖规
模发展成了占地 8 亩，存栏 17000 多只蛋
鸡的养鸡场，同时在她的带领下，还带
动 59 户共同养殖高免蛋蛋鸡，并成立了
富兴养殖协会。

现在她一个养鸡场，每年就为制药
厂提供鸡蛋 780多万枚，她的养鸡也步入
了快车道。今年，她对养鸡也有了更长
远的打算，准备注册自己的品牌，通过科
技改良鸡品种，生产专门适合老年人、儿
童食用的鸡蛋，实现差异化发展，寻找发
展的制高点。

好水源 好空气 不使用抗生素

巩义养鸡业有个“高大上”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赵剑锋

价钱高，按个卖，郑州、洛阳
等大地方药企常年都要到巩义的
一个小山村里收购这样的鸡蛋
……日前，记者走进西村镇圣水
村，采访养鸡大户李素琴，探寻她
不一样的致富经历。

登封启动“百城万场”
广场文化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孙艳艳）昨日记者从荥阳获悉，6
月 13 日开始，荥阳市符合条件的
建筑工地陆续建立远程视频监控
管理信息系统，这标志着该市建筑
工地进入远程监控时代。

据了解，以前，荥阳建筑工地
分散施工，安全隐患多。为监管工
地的施工安全，更好地对工地进行
管理，此次远程监控系统安装的范
围包括城市规划区域内报建的新
开工的建设工程（在建工程形象进

度在50%以下）和工业厂房等建设
项目。荥阳市还规定，对符合安装
规定的建设工程，未安装建筑工地
监控设备、通知两次后仍不安装或
安装后却不能有效对接的，将不予
通过安全措施审查；对未安装监控
设备擅自开工的，或安装后私自断
网断电造成监控画面不能显现的，
将取消“郑州市安全文明标准化工
地”评选资格和各种安全生产管理
评先资格，不予通过安全措施审
查，并计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

荥阳建筑工地覆盖远程监控

本报讯（记者张立 通讯员 李
清喜）日前，新密市对各部门实施的
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第十轮的全面
清理。决定保留行政审批事项152
项，取消行政审批事项25项。

据悉，此次保留的行政审批事
项将细化审批环节、内部流程、前置
条件和承诺办理时限，并对外公布，
严格依法实施。凡取消的审批事
项，除因连续多年“零办理”原因取
消的外，都一律坚决取消彻底，不以

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变相实施审批。
另据了解：在新密市纪委的督

促下，新密市原审批职能部门加强
了对取消事项的监管，完善了执法
巡查和检查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确保监管到位。对郑
州市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各审批
职能部门也都按照无缝对接的要
求，固化审批环节、内部流程、前置
条件和承诺办理时限，确保接受事
项高效审批。

新密取消25项行政审批事项

本站讯（记者张立通讯员 韩
红瑞张海洋）日前，新密市城关镇
建立11个便民服务站，开展党员惠
民服务。

该镇依托 11个便民综合服务
站（中心），采取集中办公、代理代
办、上门服务、信息服务、应急服务
等方式，形成全方位服务网络，全
面推行“一卡一簿一台账两评议”
制度，即群众有干部一张联系卡，
干部有一本民情日记簿，各惠民服

务联系点有一本民情台账，每月召
开一次蹲点干部点评会，群众每季
度评议干部一次；实现党员惠民服
务活动的常态化、规范化。

同时，全镇党员干部以 17 个
惠民服务联系点为平台，结合镇村
中心工作，走访职工群众 8300 余
人，收集民生实事 458 件，党员积
极认领，明确限时办结、情况反馈、
回访督查等环节的具体程序，确保
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新密城关镇建11个便民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好林）为有效弥补只有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单警作战的问题，连日
来，中牟县政法委牵头由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教体局、大孟镇、刘集
镇、官渡镇等单位联合对郑开大
道、物流通道沿线进行交通安全宣
传，受到辖区居民和学生的欢迎。

自郑开大道和郑汴物流通道
开通以来，由于广大交通参与者的
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已发生了多起
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尽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采取多种
措施进行交通安全“五进”宣传，但
没有形成合力。此次宣传活动由

中牟县政法委牵头，组织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教体局、大孟镇等按照
各自工作职责联合对道路沿线的
村庄、学校、企业进行交通安全宣
传。为达到预期效果，刘集镇、韩
寺镇、官渡镇各抽调一名综治中心
副主任包村干部和中心学校校长，
交警大队抽调三名副大队长和三
名指导员带领民警分成三个宣传
组联合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据了解，多部门联合宣传这种
形式将实行常态化，截至目前，已
进26个村庄、14家企业，8所学校，
播 放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视 频 28 场
（次），讲交通安全课15课（时）。

中牟多部门联合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
明星）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
到，为加强土地、矿产资源勘查、开
采情况的监管，规范土地矿产资源
管理秩序，该市开展 2014 年度土
地卫片执法检查暨违法用地专项
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集中整治活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等法律、法规，重点对卫星遥
感监测的各类违法用地项目，依

法进行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对
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破坏生态环
境的违法采矿企业，依法予以关
闭和取缔。

与此同时，为强化整治效果，
该市还组织各乡镇（办）及国土、公
安、巡防等部门组成集中整治领导
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无死角、
无延迟、零容忍”的拆除工作。据
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已清理拆除
违法用地行为121宗，25宗正在进
行清理拆除。

新郑开展土地违法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石
玲娜 康磊）记者昨日从巩义市文
物和旅游局获悉，为表达对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的敬意和感谢，该市各
景区将对四名受表彰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及其亲属实行免费游。

据了解，为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精神，鼓励引导全社会积极
参与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挽救更
多生命，从 2004年开始，该市在全
社会广泛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重要意义，相继涌现出一批又一批

志愿捐献者。为进一步凝聚正能
量，增强全社会爱心奉献意识，近
日，该局联合巩义市红十字会对全
市近几年来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者举行颁奖仪式，其中私企业主朱
晓民、米河镇卫生院医生张学军、
该市妇幼保健院护士刘杨、通达耐
材员工孙金龙四名同志受到表
彰。为表达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的敬意和感谢，该局日前承诺四名
捐献者及其亲属可免费游览该市
各景区。

巩义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获免费游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焦建军）日前，记者从巩义市了解
到，该市小麦33.4万亩全部收获完
毕，秋作物播种 33.3万亩，其中玉
米播种29.7万亩，花生2.9万亩；三
夏抢收抢种工作顺利结束。

据了解，相比往年，今年“三
夏”工作巩义市机收面积大，该市
的小麦水、旱地同时成熟，收获期
集中且天气晴好，各镇村充分发
挥大中型收割机械的作用，抢时
快收。据统计，全市共投入机械 2
万多台，其中联合收割机 600 余

台，机收面积 32 万亩，占麦收面
积的 96%。“三夏”中，巩义市夏收
夏种进度快，各镇办，各涉农部门
积极服务三夏生产、针对小麦成
熟期较集中的特点，结合本部门、
本行业的特点，组织实施今年的
麦收工作，加快了小麦收获进
度。此外，巩义市加大了指导服
务力度，全市加强了农业科技培
训和新品种推广应用，共开展玉
米、花生高产技术培训 4 期，培训
农民 5000 人次，发放各类技术明
白纸 1.2万份。

巩义33.4万亩小麦收获完毕

改走 转

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剪纸传承人正在展示剪纸绝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