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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之窗

基层风采基层风采

七日谈

早上9点不到，60多岁的新郑市民安香枝
已步入家门口附近的新郑市老年大学，想找一
个自己心仪的课程学学。一到那里，她就被感
染了。一群中老年人正在唱歌，“别说我们年
纪大呀，别说嗓子破啊……改革开放生活美好
咋不乐呵呵啊……”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老年
大学的楼道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他
们的面前，面带微笑，用双手有力地打着节拍。

这个指挥唱歌的人是新郑市退休干部张
英喜，虽然已经75岁了，但是每次教这些高龄
学生唱歌时，他都精神头十足。“来学习的人
可多，唱歌可以陶冶情操、释放压力，队伍越

来越大了。”张英喜说，除了学习唱歌，还有很
多人来这学习其他课程。

“小时候是没条件学习，没想到现在还能
来学校学学，我学了腰鼓，每天敲敲鼓，不仅
强身健体，心里还高兴。”这是该市老年大学
学员张大妈的内心感受。和她一样，很多老
人热衷起“上学养老”，重新走进课堂，演绎别
样晚年生活。

“感觉这些老年人的精气神可好了。”回
忆起该校音乐班、舞蹈班、模特班学员参加该
市文艺汇演的场景，该市市民杨华说道，他们
又唱又跳，看着非常快活。

据了解，新郑市老年大学遵循“老有所
学，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服务社
会”的宗旨，围绕一个“老”字，突出一个“需”
字，开设了包括传统文化与中医养生、诗词赏
析、书法、剪纸、刻画、电脑、二胡等公益性课
程，聘请各方面老师授课，尽力地满足广大老
年朋友的多方爱好与需求。为调动学员的学
习热情，该校每个月都组织学员开展一些丰
富多彩的活动：组织老年大学秧歌队到社区
与街道进行表演，组织音乐班、舞蹈班、模特
班学员参加文艺汇演，组织诗词班、书法班学
员到湿地公园采风、到农村参观学习……

另外，该校为书法班的学员免费提供墨
汁、纸张、粘垫等学习用具，还为舞蹈班、音乐
班、模特班等所有的班级，提供所有的教学设
施，为诗词班、保健班、音乐班免费复印各种
资料，并经常聘请该市各个医院的专家学者
给学员们普及一些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印
刷一些学习资料或养生保健的书籍无偿发给
学员学习。所以很多老同志由衷地说，上老
年大学不花钱，想学啥学啥，真是老年朋友的
乐园。他们表示，尽管自己年龄已大，但仍然
喜欢借助老年大学这个平台，享受自己“遨游
在知识的海洋里”的感觉。

“上学养老”成新风
本报记者 尹春灵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
生活在和平年代，吃穿不愁，啥也不想，很
高兴。”在新郑市光荣院，记者见到了 89岁
高龄的抗战老兵李民强。如果不是亲眼所
见，记者很难相信，这位行走自如的老人，
曾经在战场上几经生死，左腿还受过重伤。

拿出当年的老照片，老人的记忆仿佛
也回到了那个年代。1942年，新郑遭受了
严重的蝗虫灾害。为了躲避灾难，16岁的
李民强离家来到了国民党陆军第29军通讯
营。高小毕业的李民强在一次连句作文比
赛中，以一篇《学班超投笔从戎》的短文获

得了第一名，得到了连长的赏识，因此被保
送到无线电训练班，开启了报务员的生涯。

要想做好报务员的工作，就要记牢那
些符号代码，李民强可是下足了功夫，每天
刻苦背诵、认真学习，并虚心地向那些有经
验的同志请教。直到现在，李民强还对那
些符号代码有着深刻的印象，他说这已经
牢牢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是抹不去的。

然而在战争年代，军旅生活是艰苦的。
李民强回忆道，因为战事紧张，他们每天穿
着草鞋急行军，吃的饭勉强能填饱肚子，更
不要谈吃青菜和吃肉了。这些都不算，最让

李民强心痛的是日本鬼子的烧杀掠夺，他们
在行军中所到的很多村庄都被扫荡一空。
每当看到村民在战火中死亡，战友在炮弹中
倒下，李民强心中的怒火就更加强烈，这也
让他更加坚定了把鬼子撵出中国的决心。

在一次行军中，李民强在一百姓家的
茅草屋中休息，恰好遇上日本鬼子从空中
掷来的炸弹，他的左腿被掉下来的房梁砸
中，受了重伤。忍受着伤痛带来的折磨，李
民强依旧严格履行报务员的职责。即使在
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李民强也出色地
完成了每一次的发报收报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李
民强和战友们兴奋地鸣炮十分钟来庆贺这
一天的到来。

如今，李民强老人已到耄耋之年，但他
讲起过去的经历仍然神采飞扬，让人对老
英雄顿生敬慕之心。

去年，李民强老人来到了新郑市光荣
院开启了新的生活。院里无微不至的关
怀、子孙对自己的孝敬尊重以及社会各界
对老兵的关心，让他的晚年生活甜蜜幸福，
他希望年轻一代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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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李民强

诉说历史 传承精神
本报记者 赵聪聪

督查整治早市经营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9月 1日，新郑市领导关民安、陈春

环带领爱卫、城管、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对早市进行督查。
该市领导一行先后对市区主次干道、学校、社区、市场沿线早

餐店环境卫生、两证经营、三方设施等管理情况进行了督查，并要
求，抓示范带动、抓难点治理、抓问题整改、抓后进促动，强化属地
责任，有关部门要深入治理，确保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加强学习教育

营造“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刘思含 常金峰）“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开展以来，新郑市交通运输局重视学习教育，抓党员领导干
部思想作风建设，在学习内容、形式上下功夫，精心组织，党员干
部的党性修养进一步提高。

在学习内容上，根据推荐书目，该局统一选购了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重点学习内容，提升思想政治素质。
同时，结合工作实际要求大家学习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增强业务能力，并为全体党员职工精心选择播放《筑梦中国》、《第
一书记》等教育影片，组织学习先进典型事迹。

在学习形式上，制定详细学习计划，每月集中学习至少一次，
并要求全体党员职工每周至少自学一次。该局不定期以座谈研
讨等方式开展学习交流活动。截至目前，该局集中学习 5次、“三
严三实”测试1次，召开了“如何在工作中践行‘三严三实’”专题座
谈交流会，大家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取得了增进学习的良好效果。

在营造浓厚氛围上，该局精心制作“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公开
栏，宣传“三严三实”深刻内涵。利用电子屏滚动播出宣传标语，
并通过QQ讨论群、飞信等平台向职工发送“三严三实”相关知识，
在全系统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寒门学子喜圆大学梦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通讯员 王莹 秦龙）近日，记者获

悉，为帮助寒门学子顺利圆梦，新郑市总工会开展“金秋
助学”活动，帮助68名学生圆了大学梦。

“金秋助学”活动的对象为2015年高考考入国家大专
以上院校并被正式录取的应届高中生，符合条件的学生
必须是进入工会帮扶系统的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的子女。
今年该市总工会共发放助学款 20.4万元，资助 68名困难
职工和农民工子女。为确保助学金安全有效发放,新郑市
总工会于 8月 3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及时把助学资
金存入困难职工的银行卡中。

除此之外，2015年“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金发放
仪式也于近日在该市民政局举行。89名优秀的寒门学子
每人领到了3000元的爱心资助。为帮助该市家庭困难的
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顺利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深造，该市
慈善总会于 2009年发起了“爱心成就梦想”助学活动，对
每年考入大学的贫困大学新生资助学费，已累计投入善
款185.7万元，688名贫困学生受到了救助。

为敬业的老师们点赞
昊涵

遗失声明
新郑市广播电视局工会法人资格证书(郑工法

证字第1601030024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李玉红，丢失教师资格证（964100241007237）

和郑州教育学院毕业文凭（第8703015号），声明
作废。

新建路街道

铁下决心保安全
全力以赴抓稳定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近日，新郑市新建路街道
办事处召开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综合工作会议，该街道全
体班子成员、各社区支部书记、各二级机构负责人以及所
有三级网格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相关文件精神，
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痛下决心保安全，对存
在的隐患要认真查、痛心改、坚决关、从严追；要全力以赴
抓稳定，对群众合理的诉求解决到位、不合理的解释到
位、寻衅滋事的打击到位、为官不作为的问责到位；要坚
持依法依规办事，规范信访工作秩序，把群众的合理诉求
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以依法处置促问题化解、以问题化
解促社会稳定。

会议要求与会人员，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明确工
作任务；要夯实责任，转变作风，真抓实干，采用多形式推
进工作；要立即传达，认真贯彻，深入一线细致地找准问
题症结，千方百计地落实好各项工作。

市领导察看公共卫生
和医疗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边艳）9月 1日，新郑市领导缑云峰深入该市卫
生系统察看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

缑云峰指出，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事关民生，和百姓健康息息
相关，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健康体检工作，使百姓得实
惠，卫生得保障；要落实好各项措施，发现卫生死角及时整改，为全
市人民身体健康提供保障，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
整体水平。

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建设推进电视电话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近日，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

设推进电视电话会召开。新郑市领导康红阳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会议传达了国家、省关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精神，通
报了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建立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建立健全归属
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高政府
治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相互配合，加强协作，建立申请方便、内容清晰、程序简洁、结
果规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城管执法局

专项治堵保畅通
三抓措施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高阳）大力倡导市民文明
出行绿色出行、启用便民服务中心地下停车场、设置便民
疏导点……新郑市城管执法局采取“三抓”措施，大力整
治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现象，在治堵保畅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目前城区机动车辆基本能够实现有序停放，城区
几乎不见摊贩，市民群众反响较好。

抓宣传，营造氛围。该局发布取消人民路、中华路
和玉前路部分临时停车位通告，启用便民服务中心地下
停车场，规定主次干道机动车辆停放标准和禁停区域，
制作便民疏导点、夜市摊群布局地图，通过微信、微博、
新闻等媒介广泛宣传，提升市民群众文明出行、摊贩规
范经营意识。

抓建设，夯实基础。建成投用人民西路公共停车场，
有效满足附近市民群众停车需求，减少乱停乱放现象，避
免交通拥堵；设置 19 个瓜果蔬菜疏导点、两个便民服务
点、1个夜市摊群，规范引导流动摊贩进疏导点经营，有效
利用道路通行空间。

抓重点，强力管控。以人民路、中华路、玉前路、炎黄
广场、姓氏广场等为重点，发挥6辆道路清障车等作用，采
取拖移和贴单处罚相结合措施，严管重罚乱停乱放现象，
有效维护了道路交通秩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加强巡
查，延时工作，及时劝离即将违章停放车辆，引导摊贩进
疏导点经营，缓解交通拥堵压力，提高道路通行率。

曾经在课堂上打个盹时，被你点
到回答问题；曾经埋怨上自习时，你
收走正在看的课外书；曾经讨厌你的

“神出鬼没”，让我措手不及……曾经
最讨厌的人，如今，却深深地怀念起
来。你就是我们的老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他们教
育我们做人、求知、生存。他们的育
人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和蔼，有的严
厉，但是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曾留下
或深或浅的印记。孔子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这位中国最著名的老
师，他言传身教，弟子三千。今天，他
的精神被无数教师传承与发扬。

“班里有个小孩，之前一直跟着
他姥姥生活，来到这里哭了好几天，看
着我都心疼。”近日，笔者去幼儿园接
孩子与老师沟通时，老师向我说起此
事时，眼睛都湿润了。她说，看到孩子
难受，她心里也很不好受，尽力地安抚
他，让他尽快融入大家庭。还有很多
老师，经常与孩子家长沟通，共同商议
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努力工作、敬
业奉献的精神让我想起了陶行知先生
的话：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
社会活。很多老师朴素坚韧，他们也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默默地坚守着
自己的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作为教师无怨无
悔的教育情怀。他们用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行动与故事，让希望的幼苗茁
壮成长。

虽然工作忙碌，但是看到学生们
的一个小小的进步、感受孩子点点滴
滴的快乐……“围着学生转”的老师
感到欣喜，顷刻间觉得自己付出的都
是值得的。对他们来说，教育不是生
命的一个小插曲，而是生命的永久主
题歌。也许，作为学生，专心听课、认
真做人、尊敬师长，就是对老师的尊
重与回馈。让我们对这些兢兢业业、
默默奉献的老师们点赞！

健康教育

9月3日是
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
的日子，新郑市
妇产医院负责
人带领医护人
员来到该市光
荣院为老革命
军人检查身体，
以表达对革命
老军人的深深
敬意。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为确保
电力设施安
全 稳 定 运
行，近日，新
郑市供电公
司的运行维
护人员对站
内设备进行
清擦维护。
本 报 记 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高 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