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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郑市新村镇，首届裴李岗农
耕文化节开幕。主办方计划依托8000年
的裴李岗文化，将村庄打造成新石器时代
文化村落，发展乡村旅游。

新郑地处溱洧之滨，拥有8000年的裴
李岗文化、5000年的黄帝文化、2700年的
郑韩文化和神秘的具茨山岩画文化，文化名
人灿若星辰，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诗经·郑
风》家喻户晓。近年来，赋予优秀传统文化
时代魅力，传承丰富创新符合时代需求的
“新郑风”，翻开了“古郑都”的文化新篇章。

文化大典

具茨山顶，轩辕古庙肃穆庄严。据称，这座
整体用石头建成的小房子建于汉代，起源于黄
帝时代，炎黄子孙世代沿袭在此恭拜祖先的习
俗。新郑市年年在此举办恭拜黄帝嫘祖仪式，
并于去年起连续倡议设立中华父母节，倡导全
球华人拜黄帝，拜嫘祖，爱中华，爱父母。

与中华父母节相比，每年三月三的拜祖大

典已经成为河南乃至全国的名片，来自世界各

地的华夏儿女多达数万，齐聚新郑，恭敬拜祭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新郑全城张灯结彩，扮靓市

容，喜迎嘉宾，喜庆氛围持续数月。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每次大典，都

是新郑市对外开放的契机。”新郑市有关负责人

说，为借助大典向全世界推介新郑，每年都会举

办一系列文化活动。

其中，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效果最显著。今

年的论坛为期两天，主题是传承和弘扬以黄帝

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海内外

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灵魂工程”，被称

为“华夏第一论坛”，已连续举办十三届。新郑

借助拜祖大典的巨大影响力，精准、科学、锲而

不舍跟踪大企业、大集团，引项目、强产业。如

今，黄帝文化已融入新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成为丰富“新郑风”的重要内容。

文化惠民

11 月 13 日，新郑市通过中华诗词学会的
验收，获得“中华诗词之乡”荣誉称号。 新郑是
白居易的故乡。目前，诗词文化已经成为文化
名城的重要内容，全市诗词学会分会已达 19
个，拥有分会会员 1000余人，有 30余人出版了
个人诗集。

在新村镇，每个村每月一次为 70 岁以上老
人过生日。新村镇党委委员毛丽芳说，此举是
为倡导孝善文化，每次集体生日，全村70岁以上
的老人家属都会参与，为老人切蛋糕、洗脚……

新村镇梨园村，一座仿古大戏台刚刚完
工。梨园村作为郑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示范
村，正在以戏曲为主题，在乡村环境改善中融入
文化元素，与省内文化媒体合作，联合打造河南
最美戏曲乡村。

在新郑，诗词文化、孝善文化、戏曲文化、志
愿者文化正在构成新时代精神文明的主旋律。

具茨山下史庄村，一间不大的超市里，村民

史尊义正在挑选商品，货架上放着洗衣粉、清洁

剂、扫把、抹布等日用品。老史挑了几样，超市

管理员拿出一张表，上面记着村里每户的“爱心

公德分”，购物不收钱，用“公德分”兑换。

为更有效组织全市城乡文明志愿者开展活

动，9月 5日，新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

服务中心新址启用。中心高三层，建筑面积

1680 平方米，当前，中心正在有效组织该市 22

支志愿服务队伍、12万注册志愿者服务群众。

为让文化惠民有充足的经费保障，新郑市

连续多年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纳入

市、乡两级财政预算，给予足额保障。市财政累

计投入文化事业经费 2.97 亿元，年均增幅达

13.9%。投资 8亿元建设市级综合文化艺术中

心、图书档案方志馆等大型文化设施项目建设。

2000年前，《诗经·郑风》在新郑大地传诵。

如今新时代，独具魅力的新郑文化新风徐徐吹

来，精神文明之花随之盛开……

文化兴城

冬日阳光下，黄帝故里景区南侧的接旨

亭古朴厚重，家住老城的王栓宝坐在亭下，

手拉二胡，一曲《二泉映月》委婉悠扬，飘向
远方……这里曾是新郑市老城区，曾经杂乱
破旧，现在已变成以黄帝故里景区为中心的
仿古建筑和绿地游园分布区，是新郑市民的
城市会客厅。

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新郑尽最大努力
彰显文化特色，不断促进文化旅游项目融合发
展。坚持保护和利用并重，全面做好文物古
迹、历史街区保护修缮，有序推进郑韩故城、郑
国车马坑、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等历史风貌
区的保护利用，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新郑标志、
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产业项目，力求

“城在景中，景在城中”，让每一位来到新郑的
人都能感到历史的厚重感，增强文化的自信
心。先后规划建设黄帝文化园区，修缮原貌接
旨亭、考院、县衙、南街古巷老民居等古建筑
38处。

下一步，新郑市将突出黄帝文化的引领作
用。利用现代理念和技术，高标准、高质量、高
水平推动黄帝故里园区规划建设，最大限度发
挥园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把黄帝故里打造成
全国一流精品景区。努力使黄帝文化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 朱少奇

“古郑都”传诵“新郑风”
新郑市以文化传承凝聚精神动力

比比谁的陶瓷设计制作技能高

一份来自南方的快递谢礼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崔晨 文/图让出行更有温度

郑州东站志愿者把暖心服务送到旅客身边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

员 刘健鹏 王争争）为旅客乘坐地铁指
引方向，帮扶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乘坐出租车，引导年纪大的旅客进入
东站候车厅……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出
现在郑州东站。昨日上午，来自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积
极服务旅客，他们身穿红色马甲，头戴
志愿者红帽，成为郑州东站寒冬中最
靓丽的一抹红，用自己的暖心服务温
暖过往郑州东站的每一名旅客。

据了解，郑州东站联合党委成

立以后，郑州东站大学生志愿者服
务基地也相继挂牌成立，来自龙子
湖高校园区的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
积 极 响 应 郑 州 东 站 联 合 党 委 的 号
召，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在出站
层各出站口、出租车待客区、公交车
站台和停车场区域，开展引导咨询、
秩序维护、重点帮扶等志愿者爱心
服务活动，为严寒冬日的过往旅客
送去一份温暖。

本周六、周日共有来自郑州航
空工业管理学院的 60 名志愿者为

旅客提供志愿服务，他们分别在停
车场、出站口、出租车待客区、公交
车站台等位置，开展信息咨询、指引
道路、帮扶老弱病残孕等志愿服务，
仅两个多小时，便帮助了近 200 名
旅客，让寒冷的车站暖意融融，获得
大家一致好评。

在站房一层出站口，大学生志愿
者文法学院大二的马永康给一名外
地旅客指引乘坐地铁的方向后，乘客
还是不清楚，就亲自带领他找到地铁
口，并告诉他下车的具体站点。他告

诉记者：“作为青年志愿者能够为乘
客做好咨询服务，帮助乘客解决难
题，能够帮助到别人，我从心里面感
到很开心。”

据了解，郑州东站联合党委建立
志愿者服务基地，打造志愿者服务品
牌，正是着力提升郑州东站服务水平，
打造全国最温暖、最温馨、最贴心的高
铁站区的重要举措，通过整合郑东新
区各高校青年志愿者团队力量，通过
长效服务机制的建立，力争让旅客得
到更好的服务体验。

初心志愿服务队
特色活动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马英）“现在党的政

策好，老年人都享福了。业余时间还能上老年大学敲
键盘、学电脑、练技能，真的很满意。”在城东路街道商
城花园社区老年大学，今年 71岁的马安林，2002年
退休后，成为城东路街道党员初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担任电脑培训班辅导老师，先后有近5000人次接
受免费培训。

今年 7月初，城东路街道成立了 20多人的党员
初心志愿服务队，为居民开展家电维修、电子产品使
用指导等服务，义务进行电脑培训，上门为老年人开
展特色服务，为辖区老人过生日送温暖。今年 93岁
高龄的老党员史存利，从2016年开始，每年根据党龄
交一份特殊党费，逐年增加表达心中对党的敬仰。主
题党日会上，用亲身经历同青年党员一起分享初心故
事，还走进社区讲党课、谈初心，发挥余热，加紧充电，
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他们是百姓之间的纽带，传递着党的好声
音。”城东路街道党工委常务副书记郭庆伟介绍
说。党员初心志愿服务队将活动融入工作实际和
自身特点，精心打造一系列富有特色的主题活动。

据了解，城东路街道党员初心志愿服务队成
立 3 个月以来，组建家电维修、电脑培训、关爱老
幼、植绿护绿、治安巡逻、文化传承等志愿小组，
打造“绿色先锋”“情暖空巢”“雏鹰成长”等一批
服务项目，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50 余次，
累计服务群众达 1600 人次，成为社区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帮困扶弱共享幸福生活
邻里守望共建和谐家园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
员 孙玉坤 王鹤娟）天气越来越
寒冷，为缓解困难家庭当前面
临的实际困难，6日，我市管城
区紫荆山南路街道航海社区联
合紫南阳光家园、辖区医院开
展“帮困扶弱共享幸福生活，邻
里守望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社工师通过线
上、线下平台积极发动居民，

联系辖区志愿者，倡议大家以
爱心捐赠的方式，将家中旧棉
袄、毛衣等捐给困难群体。当
一位居民大叔收到温暖的羽
绒大衣时，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容并连声向志愿者道谢。“爱
心 超 市 ”将 居 民 们 最 常 用 的
盐、酱油等生活用品，以低于
市场价格销售给困难群体，让
大家切实地享受到实惠和便
利。同时现场还有医疗志愿

服务队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免费测量血压、视力、健康咨
询等，让居民能够及时了解自
身的身体状况及日常卫生常
识，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

据社工师介绍，通过活动
的开展让困难家庭真切感受到
社区的温暖，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同时希望更多的志愿者加
入志愿服务行列，营造和谐温
馨的社区氛围。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7日，郑州市第一届陶瓷设计制作技能大赛在河
南工程学院举行（如图）。 作为郑州市第十六届职工技术运动会的一项重要内
容，该大赛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主办，市机关工会、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河南工
程学院共同承办。

本次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市陶瓷相关领域的 36名选手报名参加角逐。大赛
分陶瓷理论和实操两项进行。其中，实操中的手拉坯大赛参赛选手要按照标准
图形拉制器型，难度较大；刻画工艺由选手自己设计图案随后进行绘制，选手必
须有较强的美术功底和刻画技巧；捏塑工艺表现的是选手的创意和雕塑技巧。
获得大赛总成绩第一名者，将被授予“郑州市技术状元”称号，并按程序申报“郑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总成绩获第二至五名者授予“郑州市技术标兵”称号；对参
与活动成绩优异者，作为参评“郑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条件之一。

据了解，举办该大赛旨在激发广大职工钻业务、学技术、练技能的热情，弘扬
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郑州市陶瓷艺术从业人员的技艺水平，推动陶瓷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艺术创新，为陶瓷行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没想到，失主给我们寄来了‘礼物’，一面锦旗和一份糕点。这些糕点，
我准备分给线路上的车长们品尝，让大家都分享一下乘客送给我们的温
暖。”昨日，966路调度员付真真收到一份来自福州的快递，里面是一面锦旗
和一份福州特产糕点（如图）。

原来，11月 30日下午，966路车长贾金岭驾驶车辆行驶到三全路渠东
路时，一名带着孩子的女子上了公交车，在离驾驶座不远的地方捡到一个黑
色背包，女子把背包交给车长贾金岭。贾金岭拿到背包后，向车厢内环顾了
一圈，没有发现哪位乘客寻找背包。

就这样，贾金岭带着包回到场站，将包交给了调度员付真真，过一会
儿，包内传出了手机铃声，付真真打开包拿起电话接了起来，电话那头自
称是手机主人的家人。经过仔细核对，付真真了解到，手机主人是福州
人，来郑州出差，由于赶火车，已经离开了郑州，包内除了手机之外，还有
几张银行卡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付真真便提议可以通过邮寄的方
式，将包“送”到福州。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经过查看监控录像，11月 30日下午，两名男子提
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穿深色衣服的男子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拿着黑色
单肩背包，上车之后，随手将背包放在了第一排座椅处，下车时，不慎将背包
落在车上。第二天，付真真将背包快递给福州的失主。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志愿者在行动

昨日，公交四公司徐亚平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身穿
红马甲，来到公交站台引导乘客文明乘车，并贴心地
给乘客送上防霾口罩。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你文明乘车
我送防霾口罩

身边的感动

爱织暖冬
昨日，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
20多名志愿者，来到位于
东风路上的爱心粥屋，将
他们手织的120条围巾送
给在此就餐的环卫工人。
随后，志愿者又将编织的
120块坐垫送上公交车。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