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叔亭
文/图）“电工来了！”日前，巩义市鲁庄镇虎
山坡村迎来了村里的第一位专业电工，这让
村里的老百姓乐开了花。

一个月前，在巩义市鲁庄镇一次征求意
见座谈会上，虎山坡村一名群众代表随口提
到村里因没有电工，群众接电、检修线路十分
不便。没想到这随口的一句话却让镇领导惦
记上了，不出半月，镇电管所就特别指定了一
名电工，专门负责这个只有 900口人小村的
用电问题。

不仅仅是虎山坡村，该镇镇长焦成举告
诉记者，今年，镇里研究全年工作时，有群众
提出除了城镇道路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经济
社会发展大事要事之外，还有一些与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由于够不上镇村重
点工程，常年没有解决，镇里一统计竟多达
30 多件。于是这 30 多件“芝麻小事”，提上
了鲁庄镇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镇财
政出资，集中力量予以解决。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30 多项“民生微实
事”大部分得以解决：关帝庙村蓄水池漏水，
影响群众吃水安全，镇里对蓄水池进行修复，
花了1.5万；桑家沟村五组生产道路被雨水冲
坏，坑洼不平，镇里组织机械对道路进行了平
整，花了7000元；南侯村排水渠排水不畅，下
雨积水，镇村合力进行整改，花了3万元……
用电方便了，吃水安全了，出行平坦了，排水
通畅了，看着身边一点点细致入微的变化，受
益最大的群众纷纷给镇里、村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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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庄镇机关干部、村干部深入贫困户、残疾人家中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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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在新密市平陌镇一家按摩诊所看
到，盲人李发奎正为一名患者按摩。这位56岁的
老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平陌说书戏的第四代传
人。眼睛虽然看不见，他依然熟记一百多个说书
戏段子。

说书戏祖师江留群生于 1846 年，新密古城
人。亲传大弟子钱同心平陌镇龙泉人。至今已传
承170多年。说书戏的场地好找，院里院外、村头
地边、树荫下、麦场上，只要有一片空场就行。一
张桌子，两把椅子，桌子上放着烟茶和照明的马
灯。说书人居中而坐，有自拉自唱的（单档），有两
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或三人齐上的（多档）。

说书人手持一方醒木用力地一击，高声叫道：
“天也不早啦！人也不少啦！诸位明公，各位先
生，稳坐两旁，不要吭声，听我这吐字不清，道字不
明，破喉咙、烂嗓子，为您慢慢地道来！未曾开言
一声问，再请诸位众明公：想听文的《包公案》，爱
听武的《杨家将》；半文半武《双掉印》，苦甜酸辣

《老红灯》。”接着，白一首《西江月》或打油诗，称为
定场诗。演唱上既有才艺表演风格，也有鲜明的
地方与浓郁的生活气息。

开书前，先拉个四十八板作为开头曲，随之是
说书人的敲鼓击板，打一通响鼓，俗称三千六百鼓，
然后连哼带嗨，称三十六哼哼，七十二嗨嗨。演唱
起腔时采用紧缩节奏的手法，然后突然来一个大懈
救（突慢）伴之以大甩腔，也有几个这道白，然后起
腔，也就是师父们常说的“先松后紧，越唱越稳”，

“先紧后松，到老不中，能唱十句词，不道一句白，能
道十句白，不说一句赞”。唱时要分喜怒哀乐，唱动
人心算为妙，唱不动人心枉打工。这时听书人鸦雀
无声，静静地等候开书。其中半文雅，或通俗，或阐
明哲理，发人深省；或幽默风趣、逗人发笑。

一个高明的说书艺人，不仅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
书目，还具有高超的说书技巧。就是说，看你会不会巧
妙地运用“调包袱”手法，顾名思义，就是吊胃口，也就
是要扣人心弦。凭着如舌巧簧，始终把听众的心同书
中人物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
推进情节的发展，使听众乐时忍俊不禁，悲处唏嘘不
已，真正达到“听书的掉泪——替古人担忧”的忘我境
界。所以，他们常常会在书中情节最关键的时刻，停弦
住板，给人留下悬念，让人在急切和焦虑不安中，极不
情愿地离去，等他下次书场，听他“下回分解”。

百年平陌“说书戏”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钱红卫 文/图

平陌说书戏起源于明末清初，其形成经历了“靠山吼”、“讴戏”、“坐班戏”到唱“堂戏”
时期，明末才有了它的统称“说书戏”，又称社书戏，高跷曲多用它的唱法。说书戏以新密
市平陌镇龙泉村为中心向周边放射百里之外，平陌号称“戏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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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吴晓钰 邢培菊 文/图）10月 15日是第 7个“全球洗手
日”。为了促进小学生从小加强卫生意识，养成每天勤洗手的好习惯，荥阳市第三小学开
展了“我挑战 我快乐”等形式多样的洗手教育活动。

据悉，今年“全球洗手日”的主题是“选择洗手，选择健康”，该校教师们首先向学生讲
解了正确的“六步洗手法”，提醒学生注意清洁掌心、手背、指尖、指缝、虎口和手腕。为了便
于学生记忆，老师们还指导学生背诵“洗手歌”，并利用学校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全校
2000多名学生齐聚操场，开展了“我挑战 我快乐”的洗手挑战活动。活动中，只见孩子们个
个嘴中默念洗手步骤“第一步掌心擦掌心……”同时伴随着小手认真地进行搓洗，每一步
都做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最后31个“洗手小冠军”脱颖而出。

近日，中牟举行了第三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本届运动
会和全民健身大会共有96支代表队参加，参与人数1.5万人次，分设
12个比赛项目。其中，成人组设有象棋、空竹、跳绳等项目。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周世正 摄

中牟举办第三届运动会

西藏14名干部新郑挂职锻炼
本报讯（记者 高凯）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西藏

自治区察雅县选派的 14 名挂职锻炼干部顺利来到新郑。
当地举行欢迎会，并介绍了新郑市的社会发展情况。

欢迎会上，新郑市主要领导介绍了新郑市在项目建设、
产业集聚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该市
还要求各挂职单位在工作上多支持挂职干部，在生活上多关
心挂职干部，使挂职干部能够尽快适应新郑的社会环境。

带领14名挂职干部来到新郑的察雅县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每个挂职干部的基本情况，同时他也要求挂职锻炼人员把
握好难得的学习机会，力争挂职锻炼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据了解，此次察雅县选派至新郑市的14名挂职干部将
分别赴市档案、教体、公安、龙湖、薛店等乡镇、市直单位进
行为期两个月的挂职锻炼。目前，相关单位和部门已经开
始着手安排相应工作。

新郑市和察雅县是友好县市。此前，为加强两地的交
流与合作，双方已经派出有挂职干部进行交流学习。另外，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两地也非常注重相互支持，并积极寻求
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

24年悉心呵护瘫痪妻子

黄遵仁候选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记者 高凯）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今年8

月3日，本报在二版“讲述郑州好故事”栏目中刊发《好丈夫
24年照顾瘫痪妻不离寸步》的文章后，收到良好社会反响，
文章中的主角新郑市民黄遵仁成功入选中国好人评选榜。

黄遵仁今年74岁，她的老伴赵松银瘫痪在床24年。从
老伴瘫痪的第一天开始，黄遵仁不离不弃地为她喂饭、擦
洗、梳头、泡脚、按摩、拾掇大小便。其中，喂一顿饭经常要
花两个多小时，但不嫌烦、不嫌累。期间，他还带妻子游览
近10座城市，用坏了3辆轮椅。

黄遵仁的事迹通过郑州日报进行报道时，恰逢中国传
统“七夕节”，多个国家级网站、门户网站、新闻网站进行了
转载，并将黄遵仁事迹置于显著位置，引起社会各界、网友
的强烈关注。记者留意到，在很多网友评论中，不少人对黄
遵仁一顿饭喂两个多小时表示由衷钦佩，称赞他是“模范好
丈夫”。另外，报道见报后，不少媒体还通过记者联系黄遵
仁进行采访，并对其事迹进行了再报道。

根据社会反响和当地群众的口碑，新郑市有关部门向
上申报了黄遵仁的事迹，目前，黄遵仁已经进入中国好人榜
10月评选，接受全国人民的投票。

巩义市国土局职工
摘中华宝石文学奖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张利娜）日前，记者从巩
义市了解到，由巩义国土局职工孟广友和省国土厅职工张
昌全，根据孟广友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国土所长和一个女
人》，荣获第五届中华宝石文学奖剧本奖。同时，孟广友还
当选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委。

据了解，中华宝石文学奖由中国作协和中国国土资源
作协共同主办，是当代国土资源题材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项，
每五年一届，本届宝石文学奖共有166部作品参评，全面展
现了过去5年国土资源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土所长和一个
女人》是我省基层国土所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剧中以基
层国土队员们在矿山执法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性执法，不屈
不挠守护矿产资源为主线，通过主人翁的命运沉浮，讴歌了
国土人的敬业精神。

荥阳秋作物秸秆还田超九成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禹洁）近日，记者在荥阳

获悉，今年三秋以来，荥阳市确立了以秸秆还田为主，青贮
为辅，多渠道全方位利用秸秆的总体思路，秋作物秸秆还田
率达到91%，青贮面积创新高。

该市把秸秆还田机械、秸秆青贮机械作为补贴重点，新
补贴推广还田机50台，大型青贮机械3台，全市还田机总量
达到 1580台，为秸秆综合利用打下良好基础。积极引导农
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开展玉米机收、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
条龙”作业，力促秸秆综合利用上台阶。同时，组织干部职
工走村入户做好宣传，使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利用秸秆的重
大意义，自觉主动利用秸秆。并多部门联动，严格督导。与
农业、畜牧部门配合联动互通信息，及时全面了解秸秆利用
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切实加强督导指导，全面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共 1580多台还田机投入生产，已完成
秸秆还田面积 38.2亩，青贮面积 9125亩，从源头解决了焚
烧秸秆的隐患。

前三季度

新密建筑业税增收8252万元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李清喜）昨日从新密地税

局传出消息，前三季度，新密市组织入库建筑业税收22661
万元，同比增收 8252万元，增幅达到 57.27%。该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一成绩的取得与新密市地税局推举“四以”管
理措施密不可分。

以信息管税为依托，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对辖区内项目
建立信息台账，做到每个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展、付款及开票
情况一目了然，有的放矢；以分类管理为抓手，管户与管事相
结合。针对重大建筑项目、重点建筑企业实行税收管理员制
度。税收管理员从工程中标起介入，随时掌握工程项目的施
工进度、工程款拨付、税款缴纳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规
范管理为目标，确定项目管理流程。详细收集和登记每个项
目的开工日期、开发面积、合同及纳税情况，加强信息收集对
税源管理的支撑力度；以社会管理为动力，加强项目源头管
理。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加强部门间的协作与配合，重点工
程项目的立项、设计、报批、招标、中标、资金拨付等情况实现
部门间实时传递，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四以”措施构建起纵
横交织的税源管理网络，确保行业税收的应收尽收。

本报讯（记者 高凯）近日，记者从
新郑市了解到，该市梨河镇七里堂社
区二期安置房启动建设，预计建成住
房 360套。

梨河镇七里堂社区是河南省首批
“美丽乡村”试点，也是梨河镇规划建
设的五大社区之一，该社区涉及七里
堂、梨河、高班庄、陈庄、老观李、黄
桥 、双 楼 、周 庄 8 个 行 政 村 2840 户 、
10951 人的安置。2012 年，七里堂社区
启动建设后，在各相关单位的积极推
动下，成功建设创业园 18 栋和一期安
置房 5 栋，目前，已有群众告别低矮的

平房和泥土路，开始步入“产业为基、
就业为先、民生为本、产区互动”的新
模式生活。

此次动工建设的二期安置房工程同
样备受辖区群众的关注。二期工程建设
采用“半BT”模式运作，包括10栋7层楼
房和 1栋 4层社区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建设住房360套，预计2015年
6月可交付使用。

梨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二期安
置房建设完成后，七里堂社区将初步形
成规模，群众的生活环境将得到改善，同
时还将有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新郑七里堂社区
二期安置房开建

荥阳两千小学生
快乐学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