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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送祝福 礼赞环卫工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闫瑞平）昨日，伴随着雪花飞舞，省、市

总工会联合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到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为郑州市零
晨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的环卫工人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红包。

“感谢你们为城市干净整洁作出的贡献，你们辛苦了。”一边是真情
的问候，一边是温暖的红包，虽然寒风刺骨，但环卫工人的心里却温暖如
春，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管是汛情还是疫情，环卫工人总是逆行而上，始终奋战在一线。
特别是近期持续的低温降雪天气，环卫工人更是起早贪黑，铲冰除雪，有
的手都磨出了血泡。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城市道路干净整洁。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坚守岗位，竭尽全力，认认真真做好春节期间
的保洁，让市民过一个干净、祥和、喜庆的春节。”郑州市零晨保洁服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树玲说。

新春主题车厢“福”气满满
乘客点赞年味儿十足

“这么漂亮的公交车，火红
的灯笼，满满的福字，舒适的坐
垫，还有漂亮的窗花，坐在里面
心情就好。”“感觉老有年味
了！真的特别喜庆！”1 月 25
日，由郑州公交 203 路车长虎
萍打造的“五福临门”主题车厢
刚一上路就受到广大乘客的

“热捧”。
一走进车厢，满满的中国

红映入眼帘。车厢里“福”字遍
布，头顶五个大大的红色福字，
寓意“五福临门”；车顶两侧挂
满了火红的小灯笼，寓意来年
的日子“红红火火”；车窗上面

用带有很多福字的拉花进行了
装扮，寓意“富贵、财多、物丰、
康健”。

车窗上贴的有，虎年特有
的福字窗花，威风凛凛的老虎
让车厢一下生动、形象起来。
车厢不仅年味十足，还让人感
到特别的温馨。用红色绒布将
上车门的扶手进行了包裹，每
个座椅上都穿上了厚厚的棉
垫，感觉特别的温暖、贴心。

“过年了，连公交车也穿
‘新装’了！”“这么美的公交车，
坐上去心里满满的喜悦！我赶
紧拍个照，发个朋友圈，让我的

小伙伴也都来打个卡。”乘客李
女士边拍照边高兴地说到。

从建设路凯旋路起点站乘
车的市民，一走进车厢便被这
欢庆的氛围所感染，不断地赞
叹，纷纷驻足拍照。

谈起布置车厢的初衷，虎
萍介绍说：“受疫情影响，许
多市民选择了留郑过年，希
望他们在乘坐我驾驶的公交
车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家一般的温暖，感受到我们郑
州公交人的热情，开开心心有
个好心情。”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新春送温暖守护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年味儿渐浓，为了让回家的开心、留郑的暖心，

连日来，二七区多个部门联合开展“暖冬”行动，让相关人士安安全全、红
红火火过大年。

近日，在兴华小学南校区在建工地，二七区温暖办联合区民政局区
慈善总会开展“温暖二七·衣暖人心”慈善暖冬行活动，为就地过年的务
工人员发放过冬棉衣棉鞋。“连着下几天雪，天气冷得很，这些保暖物资
太及时了。”领到棉衣的农民工喜笑颜开。

针对沿街流浪乞讨人员，二七区民政局成立了应急小组，采用“地毯
式排查+动态监管”的模式及时救助。对能联系到亲属的流浪人员，做好
属地对接；对无法联系到亲属的做好救助站安置工作，确保今冬辖区无
一人露宿街头。

为让老人感受暖暖的幸福年，二七区慈善总会为辖区的 9家养老机
构13家日间照料中心共计发放了价值近20万元的猪肉、米面、水果等生
活物资，让老人们度过衣食无忧的虎年春节。

节前暖心关怀困难群体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田晓菲）连日来，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

持续开展春节前对特殊群体的暖心关怀活动，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

活动前，办事处组织各村、社区、工作站积极开展前期摸排、入户走
访，与特殊群体面对面、心贴心交流，听取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了解掌
握辖区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党员等特殊群体的生活现状，切实解决实
际困难。

活动期间，办事处根据前期摸排结果分别组织各包村部门、村“三委”
干部对辖区孤寡老人、困难党员特殊群体开展上门慰问活动，送上慰问品
的同时留下专门提供暖心服务的志愿者联系方式，嘱咐他们有任何困难
第一时间联系志愿者，办事处将竭尽全力为他们提供服务保障。与此同
时，办事处还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残疾人、老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群众开展节
前房屋卫生打扫志愿服务活动，联系书法协会成员走进社区送“福”气，以
送春联为载体，以新年祝语、歌颂祖国等话语为群众送春联送祝福。

给独居老人送“福”送春联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施）“过年还有什么需要一定跟我们

说，这是一副春联，祝您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1月 26日下午，中原区
三官庙街道湖光苑社区党委工作人员来到独居老人左玉田家中，给他送
去春联、福字、米面油等用品。

左玉田老人今年快80岁了，老伴儿去世多年，孩子住得远，平常独自
生活。因为老人腿脚不好，社区按照特殊人群定期询问，帮助老人及时
解决生活需求。在湖光苑社区，孤寡、独居、失独这些特殊群体是社区的
重点关爱对象。为了丰富这些老人们的精神生活，社区经常举办活动并
邀请他们走出家门，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为让辖区的残疾家庭、孤寡空巢老人等困难群体幸福过年，湖光苑社
区节前开展了多次走访慰问活动。

130余场活动邀您过“书香春节”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

员 张幸格）春节将至，为营造
浓郁的年味儿，让“就地过年”
的群众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
餐，郑州图书馆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精心策划 130 余
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迎新
春文化活动，让读者过一个书
香假期。

该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精心策划了系列多彩活动，包
括线上天中系列讲座、云上新
年游园会、书香文韵过大年、

“留郑过年福在身边”“阅见美

好”扫码阅读体验、元宵节猜灯
谜、楹联在线互动征集展示活
动以及国图公开课讲坛视频精
选展播等。少儿系列活动有：
馆员讲故事、动漫电影展播、启
源故事会、科技课堂、趣味棋类
等。线下展览包括典藏里的中
国年、迎新春书画展、“中国阅
读”图书推荐榜展览等。

此外，郑州图书馆还充分
利用馆藏资源，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开展“相约冬奥”主题活
动，包括线上知识竞答、图书推
荐等，线下设立冬奥知识期刊

展和多媒体“瀑布流”展示，并
提供冬奥主题查阅服务和数字
阅读互动体验。通过举办这些
阅读推广活动，以满足读者看
图书、听讲座、观展览、来学习
的多样化需求。

据介绍，想要参与活动的市
民可以关注郑州图书馆官网或
微信订阅号了解活动内容及报
名要求。按照公共文化场馆疫
情防控常态化开放要求，读者到
馆需预约、核验健康码和通信行
程卡、测量体温、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设置管控权限 统筹规划资源 动态监管质量

河南智慧医养结合服务质控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 王红）如何实现高质

量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我们每
个人走向衰老时终将面临的一道难
题。1月 26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为加速推进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
式，河南省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控制中心
智慧质控平台正式上线，全面启动对全
省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管理与控制。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老年人口基数
大、增速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失能半失
能老人多，对医养结合服务刚性需求
大，人口老龄化给健康养老服务带来重
大挑战。为此，河南强化医疗卫生与养
老服务有机衔接，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
疗机构、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目

前，全省医养结合机构368家，医疗机构
与养老机构建立签约合作3865对，养老
机构普遍能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人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

在此基础上，去年年初，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依托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省级质控中心——
河南省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控制中心。
目前，质控中心已建立完善全省医养结
合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组织体系，初步
形成了省—市—县—医养结合机构四
级质控网络。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医养结合服务
高质量发展，1月 24 日，质控中心正式
上线河南智慧医养结合服务质控平

台。平台通过设置不同级别的管理控
制权限，与全省各级质控中心及医养结
合机构互联互通，可以实现资源统筹规
划、服务质量动态监管。同时，平台还
可以通过标准化评价体系，帮助促进各
个医养机构统一服务标准，逐步实现对
全省医养结合机构动态监测、动态培
训、便捷全覆盖，及时发现问题，尽快解
决问题，持续改进提高，推进疾病期医
疗、康复、护理与养护期照护记录的信
息化桥接，线上线下同步推进老年人健
康档案、长期照护记录、特色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化管理。

此外，依托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心脑血管、消化、内分泌、老年医学、康

复及外科等专家团队，平台还可以全面
开展远程医疗服务，通过门诊+急诊排
班确保专家24小时在线，与医养结合机
构建立医疗服务指导、患者远程会诊或
医疗协作。目前，全省各级质控中心正
在分级负责、同质推进，有序开展信息
填报和审核工作。

河南省医养结合服务质控中心主
任郑鹏远表示，质控中心将通过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质控工作，充分
发挥智慧质控平台数据整合、功能分析
等作用，促进医养结合机构良性运营与
管理。加速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不
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
需求，让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落到实处。

昨日，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司五车队组织开展“贺新春
送春联”活动，在十米车厢挥毫泼墨，书写“福”字和春联，免费
送给乘客和附近居民。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当代》2021年度长篇小说五佳揭晓
豫籍作家刘震云《一日三秋》入选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李然）1 月 24日下午，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主办的
《当代》2022年度文学论坛暨颁
奖典礼在京举办，揭晓并颁发了
2021 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与《当
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豫籍作
家刘震云的作品《一日三秋》入
选2021年度长篇小说五佳。

《当代》文学拉力赛与长篇
论坛年度佳作评选，分别创始于
1999年、2004年，许多为当下读
者所熟知的文坛名家与经典作
品，当年就是从这两项活动中脱
颖而出。

荣 获 本 届《当 代》长 篇 论
坛 2021 年度长篇五佳的作品

是：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
刘震云《一日三秋》、东西《回
响》、余华《文城》、罗伟章《谁
在敲门》。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
副主任胡平认为：“刘震云《一日
三秋》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超现实
主义完美结合的长篇小说力
作。作品异常沉静地讲述着普
通百姓的寻常经历，又通过传说
人物和灵异人物的介入，融会进
三千年来的生命故事，以‘一日
三秋’浓缩进人们长久的日常感
慨。小说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
土壤，叙事平易而用意繁绕，幽
默诙谐而华光内敛。主人公们
具有似曾相识的命运感，他们的

希冀、追求、梦幻和归宿足以唤
起众多读者的共鸣，而欲辩忘言
的哲思在焉，绕梁不绝。作者所
坚持的纯文学精神，使其作品具
有恒定的文学价值。”

本次活动的另一项内容是
揭晓第二十三届《当代》文学拉
力赛年度总冠军。范稳《太阳转
身》获“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
冯骥才《多瑙河峡谷》获“年度中
短篇小说总冠军”，祝勇《故宫文
物南迁》获“年度纪实作品总冠
军”，“‘建党百年’致敬作品”奖
项授予铁流的长篇纪实文学《靠
山》和美国学者毕森著、李彦翻
译的《1937，延安对话》，孙睿获

“年度青年作家”。

16名河南水上将士
入选“国字号”队伍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获悉，在中国赛艇队、皮划艇队日前公布的 2022年新
一期国家队、国家训练营集训大名单中，该中心包括 13名
运动员、2名教练员、1名医务保障人员在内的16名将士榜
上有名，他们目前正身披“国字号”战袍在各支队伍中积极
备战蓄力冬训，期待在今年杭州亚运会以及各级国际赛事
中展现河南水上健儿的实力和风采。

据了解，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河南赛艇
名将吕扬目前正在中国赛艇队进行训练。此外，河南省水
上中心还有杨怡欣、代梦瑶、张燕、许盈盈 4名赛艇项目女
队员，冀高星、吕子文 2名赛艇男队员入选国家赛艇训练
营，他们已经结束了在云南海埂为期3周的高原积累训练，
目前已经转场到湖北鄂州进行下一阶段的封闭训练。值得
一提的是，我省赛艇队教练赵同保、医务保障工作人员王庆
卫，目前也在中国赛艇队为中国赛艇健儿的近期冬训“保驾
护航”。

另据了解，目前也在鄂州封闭集训的中国皮划艇训练
营，同样也有河南水上健儿的身影，梁柏栋、李天翔 2名队
员在男子皮艇训练营，李泽辉、睢家俊2名男队员，何鹏阁、
吴燕鸽2名女队员则分别在男、女划艇训练营。另外，我省
皮划艇队教练员王龙奎也“升级”为“国字号”教头入选中国
皮划艇训练营，为中国皮划艇健儿安全、科学、高效训练贡
献“河南力量”。

谈及河南水上健儿在各项目国家队及国家训练营的表
现，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说：“从前方反馈回来的
消息看，中心‘奥运带全运，奥运促全运’的战略初见成效，这
些队员‘挤进去了，留下来了’，目前训练状态不错、效果显
著，尤其是抓住冬训储备体能这一大好时机，能力有了较大
提升，为他们练得好、站得住，取得优异成绩打下了基础。”

25日，上街区济源路街道三湾街社区党委与联建单位上街
区文化馆支部共同开展“我们的节日”“迎新春 社区联建送福
康 ”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为辖区15户空巢、独居
老人贴春联、送祝福、拜早年。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央视春晚第三次联排
塔沟小子赢得满堂彩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薛明瑞

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2022 年央视春晚正在进行紧
张的排练，在已经进行的第三次联排中，塔沟武校 126名
学员表演的武术节目赢得满堂彩，获得导演组的高度赞
扬。连续 18年登上春晚大舞台，创造了一个团队的全国
纪录，而在荣誉的背后，更有功夫小子们令人难忘的精
彩故事。

“除夕夜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担纲武术节目主角的功夫小子柳奎屹，今年 10岁，是
塔沟武校本次春晚表演团队中年龄最小的，但论起参加春
晚的经历却一点也不少。2019年首登春晚参与演出《锦绣
梨园》，2021年再次登台在《天地英雄》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四层人塔塔顶表演童子功。而在今年的节目中，柳奎屹凭
借一身本领，成功担任“男一号”。

据教练介绍，今年在选拔主角人选的时候，柳奎屹的表演
让导演眼前一亮，当即拍板定下了他。而柳奎屹也没让大家
失望，每一次排练都尽心尽力，让大家都十分满意。“肯定要加
劲练，家里人都知道我要上春晚，但是还不知道我是‘男一
号’，等到除夕，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柳奎屹这样说。

“我应该算是‘男二号’吧”

“小猴，过来给他讲讲动作。”正在排练春晚节目的导演
大声说道，“好嘞。”一个瘦瘦的男孩应声答道。

这个被喊做“小猴”的同学名叫张金浩，因为在塔沟武
校猴拳练得惟妙惟肖，从而赢得了“猴拳小王子”这个颇具
实力的称号。16岁的张金浩，今年是第五次参加央视春
晚，相比较于 2018年第一次在《双雄会》上亮相，如今的他
已经成长为教练身边的一员干将。“在今年的春晚中，我应
该算是‘男二号’吧！”张金浩自信地说。

“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在塔沟武校参加本届央视春晚的团队中，李超超还是
一副“新面孔”。2019年，李超超到塔沟武校学文习武，很
快就凭借优异成绩入选塔沟武校武术套路专业队，并在郑
州市套路比赛中夺得冠军。但是，第一次进入央视演播厅，
第一次感受到春晚的排练氛围，让他有点胆怯。“这与我平
时的训练甚至是比赛都大不一样，导演和教练要求的是精
益求精，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不过，李超超的适应能力很强，动作上一次不行就练十
次、百次，直到导演满意，表情生硬、尴尬，就在洗手间对着
镜子反复练习，直到将各种表情切换自然流畅为止。

“解决问题那一刻特别自豪”

19岁的张继业是塔沟教育集团下属嵩山少林武术职
业学院大一级新生，算上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央视春
晚。进入演播厅开始正式彩排后，小伙子的状态一天比一
天出彩，虽然在节目中个人的戏份不多，但他却一点都不敢
放松。“任何一个细节上的不完美，都会导致节目出现瑕
疵。我们在排练中会经常遇到各种难题，但没有人气馁，大
家都是和导演、教练一块想办法，把问题解决的那一刻，心
里感觉特别自豪。”张继业说。

在行动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