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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日清晨，寒风凛冽，70岁的王志
周走出家门，脸上洋溢着幸福，“得赶紧把好
消息给老伙计们说说……”心里高兴，不禁
加快了脚步。

王志周，登封市老干部志愿者嵩山文化
宣传队队长。

11 月 26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刘云山、张高丽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而
王志周作为被表彰的150个“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代表之一荣幸地受到了接见。

分享着喜讯，登封市老干部大学讲堂上时
不时传来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声。王志周依然
激动不已：“我们一个小小的老干部组织，能得
到了党中央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

这荣誉，他们当之无愧。
2007年8月，登封向世界遗产大会申报

了“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除
少林寺景点外，其他景点的宣传力量非常薄
弱，登封一些热爱家乡的退休老干部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很快，由登封市离退休老干
部、老教师、老艺术家、老专家和老党员等
120余名组成的义务宣传队成立了。

宣传队建队之初，他们请来了嵩山文化
专家辅导，并写出了导游词。由于队员平均

年龄在60岁以上，他们每天坚持背导游词，
硬是把一句句导游词刻在了自己的脑海
里。怀着对嵩山文化的热爱，宣传队员以学
嵩山、讲嵩山、唱嵩山、写嵩山、拍嵩山、爱嵩
山的多种方式，向游客传递着嵩山文化，表
达着作为登封人的自豪和对家乡的热爱。

他们拒收红包、帮助游客找寻丢失的物
品、帮助游客寻找走失的小孩、积极救助患
病的大学生、在景区捡拾垃圾、保护古树名
木……7 年来，风雨兼程，共接待中外游客
44436批675687人次，义务文艺演出506场，
观众达 351600 人，发生了一段段催人泪下
的感人故事和游客们真情留言。其间共编
写了《嵩山传说故事》、《嵩山导游指南》、《嵩
山文化演唱集》等文化系列丛书50多万字。

宣传队先后被命名“郑州市优秀志愿者
服务组织”、“关心下一代学雷锋团队”、

“2012感动登封十大新闻人物（集体）”诸多
荣誉。海内外游客亲切地称身穿红色唐装
的义务导游为“红衣导游”，称赞嵩山文化宣
传队文工团的老艺术家为“嵩山蝴蝶”和嵩
山风景区的“美丽使者”。

“做义务宣传以来，看到一张张满意笑
脸，我就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活力，在这个
年龄还能活出不一样的激情，我们很幸福。”

嵩山上的“美丽使者”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心 泽 俊 超 文/图

真正让竹川蜚声古今的是竹林活水，也是
古书所记载的汜水县域美景之一。唐朝时期
竹川村又叫汜水县龙泉乡三窟村，“三窟”即，
太溪、少溪及永清池。龙泉是对三窟活水的神
化美誉。相传竹川村是太子显世的地方，两眼
泉被后人称为“太溪”和“少溪”，俗称太子池。

“三窟”被誉为“龙泉”，太溪、少溪、永清池乃千
年川流不息之三涌泉，郑州地区独一无二。太
溪、少溪二泉活水，常年溢流，每有踊腾波浪之
象；又有300余亩万竿青竹，亭亭玉立，赖以为
灌，故美称“竹林活水”，清朝乾隆皇帝御提的
竹林活水即为所指。

据《旧汜水县志》记载，“竹川始于明代，
当时邑地名士许登铭先生喜爱竹子，极力在
此培植发展竹子，竹川村因此而得名。”竹林

的存在始于周朝，胜于明代，距今 3000 年历
史。原本是自然生长的零散竹子，明代先贤
许登名酷爱翠竹，集中移植，经改善管理，逐
渐经营发展后，面积 300 余亩，渐成规模。
每年修竹茂林之时，走进竹林，看见万竿青
竹亭亭玉立，油绿的竹叶组成天幕，阳光却
只能从空隙中射下，如一地的碎金，有“茂林
修竹似兰亭”的意境。虽时值初冬，走进这
片曾经的茂林秀竹，记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当
年万竿青竹的婆娑风姿。

靠山吃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竹林成了
当地人特别是地主乡绅的敛财之道，在当地民
间素有“竹刀一响，黄金万两”之说。新中国成
立后，竹林收为国有，政府专为此成立了“竹园
财政所”，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荥阳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7
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竹林不断遭遇到了污
染和人为的破坏，从原本的300亩竹林到了濒
临灭绝的境地。2012 年，竹川村村委动员群
众退出住院开荒种植土地，大量购买、栽植竹
苗。如今竹川村，竹林面积虽不到 300亩，但
当年“竹林凤鸣”的美景已初现其观。

俗话说，有水有林必有寺，因为竹川背靠
摩天岭，左连凤凰山，右邻雪花山和逍遥观，前
望太溪、少溪池、竹竿川和汜水河，依山就势，
秀木葱茂，繁花似锦，风光如诗如画，在其西山
半山腰的绿荫中，一座名曰竹林寺的寺庙便位
于其中。据史书记载，竹林寺始建于汉，盛于
唐、宋、元、明，古塔高耸，碑碣林立，红墙碧瓦，
雕梁画栋，达摩始祖称其为“天中三林”(竹川
竹林寺、嵩山少林寺、贾峪洞林)之一并多次到
寺院传道讲经。竹林寺四周名胜无数，有著名
的官亭院、玉仙圣母庙、九顶雪花山，可乐亭、
上窟春酒、胎息经、竹川古洞、郑子翻隐居三窟
山、泳清池、皇家花园郑氏花园、避暑山庄丁家
院、竹川寨、炼山石、竹川文峰、白龙潭、黑龙潭
等名胜古迹，更有数不胜数的传说和名人诗
词。除此之外，据竹林寺不远处的逍遥观同样
名扬天下。从明代崇祯二年（1630年），“逍遥
观举废碑记”来看，逍遥观历史悠久，距今已有
700多年。

一碧清泉出竹川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韩洋洋 文/图

↑受大旱影响，太子池只剩泉眼内有水了。

←竹林寺内的古钟。

↑竹林与大殿。

昨日，在新密市新世纪学校，交警大队的民警结合中小学生交通行为的特点，给该校师生上了
一堂交通法律法规知识的法律课。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申建中 摄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
员 徐志伟）怎样防火？怎样防
盗？怎样防骗？怎样防意外事
故？昨日，巩义 300 余名包村
（社区）民警走进分包辖区的中
小学校，为 20000 余名中小学
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安全教
育课。

下午 2 时，在巩义市直一
小，踏着第一节上课铃声，包
村（社区）民警来到学生们身
边。他们结合学校周边、学生
身边的鲜活案例，从在校学生
如何增强自我防护安全意识、

面对校园暴力侵害事件如何
减轻危害程度、如何保持与家
长学校的 联 系 通 畅 ，避 免 被
诱骗拐卖，以及在恶性犯罪
事件中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提升自我
安全防范意识，增强了用法
律 武 器 保 护 合 法 权 益 的 观
念，提高学生的自我约束能
力，得到师生的好评。

据统计，巩义警方当天共开
展各类法治安全教育课80余场，
发放冬季防范常识10000余份。 新密校园开设交通法规课

巩义三百社区民警走进中小学

再现库区人民的家国情怀

千余移民代表与省会
群众同看豫剧《家园》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景建国）以南水北调库区
移民为题材的大型现代豫剧《家园》昨日在郑州上演，来
自新郑和荥阳两地的移民干部群众和市直单位移民搬
迁安置参与者1000余人观看演出，共同感受了丹江口库
区移民干部群众顾全大局和无私奉献精神。

《家园》系反映几代中原儿女为支持南水北调工程
做出巨大牺牲的大型现代豫剧，由省政府移民办会、省
文化厅和河南豫剧院共同出品。该剧讲述了在丹江流
域的一个普通村落里，乡亲们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再次
搬迁、艰难抉择的故事。全剧牢牢把握以人为本、民生
优先，把南水北调工程建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确保移
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的主题，歌颂了党
和政府对广大移民的关心关怀以及中原儿女舍小家顾
大家的高尚情操，塑造了新时代的移民形象。

《家园》创作和排练于10月底完成，此前曾在省内有
关市（县）巡演，昨晚的演出系在郑州进行的首次专场演
出，观众以移民干部群众和移民工作参与者为主。据记
者了解，我市共安置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18735人，
建设移民新村22个，其中，中牟县安置移民9483人，建设
移民新村 10个；荥阳市安置移民 4642人，建设移民新村
6个；新郑市安置移民4610人，建设移民新村6个。2011
年10月26日，我市提前完成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实现了
平安搬迁、文明搬迁、和谐搬迁。

项目入网格 服务更贴心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建华）为服务辖区重点

项目建设，今年以来，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将重点项目纳
入网格，为项目落地提供贴心服务。

该办事处从项目意向洽谈开始，就明确项目的二、三
级网格长参与对接。网格人员承担起在项目报批、服务
保障、综合整治中的职责，未雨绸缪，做到靠前服务、主动
服务。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措施、倒排工期、
细化任务，对发现的问题实行限时办结、全程督办，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方位、多层面服务。今年以来，新华路办事
处共新上、续建项目22个，其中，省重点项目2个，市重点
项目 13 个，在新密市今年前三季度项目建设工作考核
中，该办事处排名新密市第一名。

荥阳57名果农参加培训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周伟丹 赵亚惠）“真没

想到我们这些普通的果农还有机会到大学上课，我一定
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学多问，做一名适应时代发展的
新型职业农民。”果农们纷纷对记者说。昨日，2014年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在河南农业大学正式开班，作为与河南
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签署校地合作的合作方，来自荥阳市
高村乡13个行政村的57名果农受邀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时间为 15天，培训内容结合发展
实际和农民需要，开设果树、蔬菜种植等相关课程，授课
老师是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郑州市农委有关专家和技术
骨干。课程主要围绕果树蔬菜栽培、病虫害防治、生产经
营管理、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知识培训，让参训
的农民真正掌握技术，学到本领，提升综合技能。重点将
他们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严格治理污染源 提升空气质量

新郑加快实施“蓝天工程”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 朱少奇）近日，记

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为降低空气污染指数，该市加快实施
治理工业排放物、治理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排放、拆改
燃煤炉的“蓝天工程”。

据了解，自新郑市“蓝天工程”计划实施后，辖区各部
门集中力量对工业园区、城市建成区等进行监督管控，同
时通过科学治理工业排放物，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整顿建
筑工地及车辆扬尘污染，成功建立起一套大气监控“网
络”，并实现多环节、多区域的联动监控。

截至目前，在“蓝天工程”的引导下，新郑市辖区79台
需拆除改造的燃煤锅炉，已拆除66台，剩余13台，12月底
前可完成全部拆改；已完成3.6平方公里无燃煤区建设，占
主城区面积的31.86%；新郑市53辆公务“黄标车”已完成
报废及销户处理，370辆出租车改用天然气，162辆营运公
交车改用天然气，15辆营运货运黄标车被淘汰。

与此同时，新郑市还重点将环境监控集中在建筑工
地扬尘防治等方面。目前，该市已在辖区城北新区第二
社区建筑工地推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样板工程。另
外，对防水卷材行业污染问题，该市还依法对 34家防水
卷材企业进行全面停产整顿。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

三年投6000万元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邢小玲）昨日，记者在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小辛庄自然村看到，工人们正在水泥
道路两侧铺设彩砖，农户大门两侧修建花坛。2012年以
来，东风路街道累计投入 6000多万元改善人居环境，目
前，该街道8个村全部为省级卫生村。

2012年以来，东风路街道先后修建水泥道路198条，
45.5公里。他们还投资百万元建立了村级环卫工队伍，
划分责任路段、责任人，各村大小街道进行全天候保洁。
今年，东风路街道又新建5个垃圾中转站，并对原有7个
垃圾中转站进行维修，确保正常使用。

近年来，中牟县抓住“三区”叠加优势，积极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将村容村貌环境卫生工作列入县“10+2+1”重点
工程，与各村干部绩效挂钩，每月进行观摩评比。东风路街
道每周对各村环境卫生情况进行检查，每月对各村环卫工
人兑现奖惩，并在每年的环卫工人节对优秀环卫工人进行
公开表彰。目前，东风路街道8个村全部为省级卫生村。

唐代大诗人王维诗曰：“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
来相照。”诗中所描写的美景就是久
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村荥阳竹川
村。竹川村位于荥阳市高山镇东部，
面积约9平方公里，丘陵地形，共有
3489口人。初冬时节，记者慕名踏
访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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