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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天刚亮，荥阳市
高村乡街角的一间 30 平方米的

“图书馆”里便进了人。整齐的
书架、干净的桌椅，尽管是个

“迷你图书馆”，却各类图书一
应俱全。当日是高村乡赶集的
日子，不一会儿，图书馆里就坐
满了村民。

这家农民图书馆是荥阳市
图书馆与市新田地种植合作社
联合建立的，7月初刚刚建成。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学
点美容保健方面的知识，这里离
家近，书也很全，每次来都有收
获。”高村乡东司马村的侯红梅
拿着一本《100分女人》看得津津

有味。她喜滋滋地告诉记者，以
前没这个条件，去城里图书馆来
回车费不说，还得搭上一天时
间，现在看书太方便了，就在家
门口。

随着生活日渐富裕，农民有
了越来越旺盛的文化渴求，了
解到农村群众看书难后，荥阳
市图书馆发挥馆藏丰富、信息
丰富等优势，主动“送书上门”，
先后与新田地种植合作社、崔
庙镇古城社区、环翠峪管委会
等合作建成了 11 家图书馆馆外
服务点，盘活了馆藏，提高了图
书利用率。

“荥阳市图书馆‘送书上门’

建设馆外服务点，扮演了政府
‘文化使者’的角色，活跃了农
村文化，提升了耕读之气，促
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拥有 200
余户成员 3 万余亩土地的新田
地 种 植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李 杰 告
诉记者。

馆外服务点建立后，荥阳市
图书馆将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对
服务点图书动态分类、排架，并
根据当地群众需求按时更新图
书，让群众及时享受到公共文化
资源。随着图书馆馆外服务点
的增加，荥阳市图书馆不断扩大
服务范围，让全市城乡居民共享
文化“大餐”。

村民在馆外服务点里看书。

“迷你图书馆”建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任学军蒋士勋 文/图

改走 转

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过去处处是荒坡薄地

走进民权村，处处红瓦白墙，
绿树成荫，街道宽畅，然而民权村
党支部书记刘根上告诉记者，在过
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民权村“头上
是荒山，脚上泥巴欢；衣上摞补丁，
兜里老缺钱”。

原来，民权村有 10 个自然村，
村民散居在 12.45平方公里的青龙
山中。有16个村民组、2200余名群
众，可耕种土地却只有 1557 亩，人
均不足0.7亩，且都是荒坡薄地。

改革开放后，民权村人靠着山上
石头，从发展耐火材料起步，逐步走上
富裕路。从此，村民增加了收入，衣服
上没有了补丁，兜里也有了钱。

如今成新农村建设急先锋

从 2008年开始，民权村作为大
峪沟镇第一批试点，率先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
民权村从群众急需的方面入

手，建成了 10 余个蓄水池，铺设了
近 8 公里供水管道，使 90%以上的
村民用上了自来水。紧接着，民权
村以改房、改厨、改厕、改厩为突破
口，建起污水处理设施，整治村容
村貌和环境。随后，硬化、绿化、亮
化村里的主干道、次干道，栽种了
5000余棵大叶女贞、百日红、樱花、
塔松等，安装 150 余盏路灯。经过
多年努力，如今的青龙山植被茂
密、郁郁葱葱，看不到荒坡。为了
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民权村
在村民居住集中处，建成了3000平
方米的游园和 2100 平方米的休闲
广场。

好环境换来真金白银

据统计，现在民权村80岁以上
的老人有近百人。“现在村里环境

好，生活条件好，自然人长寿。”问起
保持健康的秘诀，84岁的村民赵劳
笑着说。但这种幸福也来之不易。

上世纪80年代，村里有的耐材
厂，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弄脏了
环境。“那时候村里天天飘着股烟
熏味，山上的果树连果子也不结
了。”民权村村民张桃粉回忆道。

听到村民的议论，民权村干部
打定了主意：利用位于村内的青龙
山慈云寺，着力发展生态经济，让
村民挣“环境钱”。

为此，民权村修订了村庄发展
规划和慈云寺景区的规划，着力发
展“农家乐”、农业观光旅游、休闲
养生游等。目前，有不少村民“农
家乐”的年收入都接近10万元。

“现在住在村里和城市差不
多，好多城里人还想来俺村度假
呢！”民权村6组村民赵克朝的话语
中，透露出自豪。

“明星村”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贺保良 祖丽景 文/图

背靠风景秀丽的青龙山，有一处不起眼的小村落——巩义市
大峪沟镇民权村，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民权村一跃成了十里
八乡的“明星村”，而在去年，“明星村”再次升级，成为农业部确定
的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近日，记者驱车来到民权村感
受她的魅力所在。

乡村里的“小别墅”。

家住登封石道乡的罗
巧兰是个十足的刺绣迷，说
起如何跟老人结识，还得从
记者的一次采访说起。那
次记者在采访中，偶然看到
一只做工精巧的布老虎，甚
为喜爱，遂向旁人打听布老
虎的主人，一问方知这位 67
岁的老人最擅长的就是布
绣十二生肖。

近日，记者走进登封石
道乡罗巧兰老人的家，卧室
的一面墙上挂着的十二生肖
首先进入视线。灰色的鼠、
白色的兔、戴帽子的猴……
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罗阿
姨正坐在床上做着手工艺
品，面前的鞋盒子里满是碎
布、样品和纸样(如图)。“先在纸壳上画出动物的轮廓，再剪好
两片相同的纸壳，将布分别粘在上面，再进行细致的毛绣，绣
好后将两片合到一起，一边一针针地缭上边，一边往里塞棉
花……这不，就是这样绣出来的……”罗阿姨边绣边说。

老人笑呵呵地告诉记者，当年她的母亲刺绣技艺远近闻
名，看到母亲绣的精美刺绣图案时，她就想：“这样的图案，我
也要学着绣出来。”没想到儿时的想法成了伴随老人一辈子
的爱好。

六旬老太成刺绣“达人”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刘弋楚 文/图

登封举办第五届
大禹文化艺术节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王晓慧）“ 献 牲 、献 五
谷……”7 月 27 日上午，由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嵩
山文化研究会、登封市文联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大禹文化之
乡艺术节暨甲午年祭禹典礼活动，在登封市大冶镇北五里
庙举行。在当天的艺术节上，登封市的民间表演团体演出
了舞龙、盘鼓等与大禹文化有关的传统节目。

2008年 1月，中国民协命名登封市为“大禹文化之乡”，
并设立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大冶北五里庙内供禹王，
相传始建于汉代，北五里庙村周围分布着众多大禹文化遗
迹。中国民协命名登封市为“大禹文化之乡”后，北五里庙
村群众集资重修了庙宇，并决定筹建大禹文化园，其中包括
北五里庙、祭禹广场、禹王塑像、大禹文化博物馆、禹王碑
林、禹都国学讲堂等。计划分三期到2017年完成，预计投资
55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徐
亮 梁三喜 文/图）昨晚，华灯初上时，
一阵阵欢声笑语在中牟县大孟镇敬
老院里荡漾……33 位耄耋老人，一
边吃着西瓜(如图)，一边围坐在汗流
浃背的送瓜人身边叙谈。而这位送
瓜的中年人，就是大孟镇邱堂村的
老人们时常挂在嘴边夸奖的“大孝
子”——李书领。

李书领自幼父母去世，是哥姐
们把他从小拉扯大，让他感到最遗
憾的是：这辈子不能对早逝的父母
尽孝心。为弥补这一缺憾，他把对
父母报恩的孝心，全用在了街坊四
邻的老人们身上。无论上县办事、
还是去镇上赶集，他总忘不了给老
人们捎些礼物和食品，十几年始终
如一。

这几年，李书领跑运输富了起
来，他对村里年长的老人更舍得花
钱。逢年过节，他和全家人分头走
街串巷，为 7位高龄孤寡老人、12家
贫困“低保户”、5 名残疾人送上棉

衣、棉被和米面油及肉类食品。特
别是他当上村支书后，每次到镇里
开会，他都要去敬老院里看望老人
们，用他的话说：“这是弥补对长辈
们该尽的孝心。”

近几日，酷暑来袭，大孟镇敬老
院的个别老人中暑病倒，李书领看在
眼里疼在心上，马上动身购买降温饮

品。他和儿子跑遍开封市郊的瓜市、
又南下尉氏，东到通许，驱车400多公
里，为敬老院的老人们选购回3000斤
个头大、圆又甜的无籽西瓜。

吃着甘甜的西瓜，当过 20 多年
村支书的李志行老人感慨地说：“虽
然书领与俺们非亲非故，但待俺像
待父母那样上心！”

一车爱心瓜 储满敬老情

黄河下游滩区群众
农作物损失有补偿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拥军 杨立勇）近日，记者从
荥阳市财政局获悉，为落实《黄河下游滩区运用财政补偿资金管
理办法》，确保补偿资金合理有效使用，荥阳市财政局、水务局、
河务局通力合作，依托网格调查摸底常住户口的居民情况，目前
该项工作已经完成。今后，滩区群众就能得到补偿，减轻损失。

此次复核的对象是滩区内具有常住户口的居民，因滩区运
用造成的一定损失，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给予补偿。其
中，中央财政承担补偿资金的80%，省级财政承担20%。

滩区农作物损失补偿标准，按滩区所在地县级统计部门上
报的前三年同季主要农作物年均亩产值的60%~80%核定。居民
住房损失补偿标准，按主体部分损失价值的70%核定。

黄河下游滩区是指自河南省西霞院水库坝下至山东省垦利
县入海口的黄河下游滩区。涉及荥阳高山、汜水、王村、高村等4
个乡（镇）28 个行政村，承包土地 56427 亩，农作物种植面积
49606亩，居民住房967间25068平方米。

荥阳工伤参保人数
提前完成全年目标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韩洋洋 苗丽颖）近日，记者从
荥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截至目前，荥阳市工伤
保险参保人员达44451人，提前实现工伤保险全年目标任务，有
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从7月份以来，该局通过上门服务、发放宣传单等形式组织
人社系统和广大用人单位的职工参与全国工伤保险知识网上
竞答活动；组织人员进入荥阳市各重点用工企业、用人单位发
放宣传资料及开展现场咨询活动；积极组织该局工作人员在荥
阳市各超市入口、人民广场等人流密集摆摊设点，现场为过往
人群宣讲政策法规，发放宣传资料，耐心细致解答疑问。

巩义坡耕地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即将竣工投用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淑亭 蒋小静）日前，记者从
巩义市了解到，巩义市 2011~2012年度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试点工程顺利通过省水利厅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大大提高
了当地粮食产量。

据了解，巩义市2011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
总投资 1667万元，位于西南部鲁庄镇，共涉及 8个村；2012年坡
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总投资 1666万元，涉及鲁庄、
西村两个镇 7个行政村 2.7万人。这两个试点工程以坡改梯为
主，配套生产路、排水沟，增加梯田灌溉设施，采取地表径流调控
和水资源连续利用等为重点内容进行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建
设任务，并顺利通过省水利厅竣工验收。

高温下的公路“守护人”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秦东娜 文/图

小暑大暑，天蒸地煮。新密市地方公路管理所管养的
农村公路上，一线养护工人更是挥汗如雨。为了保持农村
公路的良好通行环境，大家在地表温度高达50多度的公路
上冒高温、战酷暑，默默坚守在道路养护第一线。

昨日，在新密市县道X030王观线，岳岗养护工区的工
人们在高温天气下进行路面养护(如图)。公路上除了车流
量大工作环境危险外，道路上石块、沙石、生活垃圾也给路
面的养护带来很大压力。通常只要两三个小时不清理，就
会严重影响车辆的行车安全。所以，不论逢年过节，刮风下
雨，只要路面一有情况，他们总是第一时间上路工作。

有公路的地方，就有公路养护人。新密市地方公路管
理所，管养8条县道118.121公里，设有4个养护工区，3个养
护路段，一线养护工93人。7月以来，公路一线的养护工人
头顶烈日补坑洞、除病害、修排水渠，为创造畅洁绿美公路
环境默默奉献着。

新郑都市型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高凯）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都市型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各环节工作已按照规划实施，同时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展开，以有效提升区域承载力。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了提升示范区的承载能力，该市聘
请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科学编制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
区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加快完善示范区水、电、路、通信、燃气、
照明、景观绿化及公共管理服务配套设施，为示范区下一步建设
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了给示范区发展注入活力，新郑市不断强化招商引资工
作，先后开展招商活动3场（次），并组织示范区入驻企业负责人
到江苏、浙江、四川等现代农业发达地区考察学习。目前，示范
区已引入河南日新公司、华安公司、大地果公司、庞农公司等10
多家企业，流转土地3万多亩。

大型服装产业园落户新郑
系郑州市场外迁政策引进重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高凯 张温良 巴明星）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
到，河南汉丰服装产业园在该市郭店镇正式开工奠基。作为顺
应郑州市场外迁政策引进的重点项目，该产业园的落户将进一
步壮大新郑服装产业，助推中原服装产业链升级。

据了解，汉丰集团是一家集实业投资、金融赢商网投资、文
化传媒、房地产营销策划、商贸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汉丰
服装产业园是一个集生产、研发、办公、仓储、展销于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园区，总投资 8亿元，总占地 200亩，总建筑面积 20万平
方米，其中一期占地50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各部门将全力支持园区建设，
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以早日建成投入生产。同时，还将顺应市
场发展形势，以郑州市场外迁为契机，多措并举吸引更多服装产
业入驻，以实现辖区服装产业再升级。

中牟成功救助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韦亚娟 魏振峰 文/
图）记者昨日在中牟县林
业局获悉，7 月 23 日，中牟
县林业部门成功救助一只
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夜鹭。

当日，中牟县林业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科接到群众
求助电话，称在白沙镇堤刘
村路边发现一只受伤的“长
嘴鸟”，身披暗褐色羽毛，嘴尖细，脚爪细长呈黄绿色，已经不能正
常飞行，当地百姓不知是何动物。接到求助电话后，中牟县林业
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的几名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这只受伤
的动物送至河南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进行治疗。经中心的工作
人员鉴定，这只受伤的动物是只幼鸟夜鹭，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
护动物。

目前，这只受伤的夜鹭留在河南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继续
养护治疗，工作人员表示，等其康复后将立即将其放归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