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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市民们走到潘安公
园的大门就能听到“辕门外三声
炮如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
国臣，头戴金冠压双鬓……”顺
着声音找过去，可以看到公园
的一个小亭上围坐着一群老
人和小孩，人群中间坐着几位
男子，一个拉着板胡，一个敲着
司鼓、打着手板，还有一个敲着
大梁，前边的中年男子唱着豫
剧《穆桂英挂帅》，不单单是戏
唱得好，动作也很到位。

10月 16日，记者来到潘安
公园，见到了这几名戏曲表演
者。今年46岁的李书伟从十几
岁开始学习戏曲，会唱豫剧、京
剧等戏曲，也会拉板胡，1999年

还去《梨园春》打过擂台。段明
章，是刘集镇段庄人，今年 70
岁，他从15岁就开始接触戏曲，
尤其喜欢敲司鼓、打手板。

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他们
与另外几人创办了潘安艺术
团。每周的周二、周四、周六
晚上都会在潘安公园西门的
广 场 上 为 群 众 义 务 演 唱 戏
曲。早上，一般六七点就又准
时赶到了，坚持了20年。

李书伟告诉记者：“我们这
个年纪的人喜欢传统文化，休息
的时候组织一下戏曲爱好者一
块儿出来唱两句，娱乐一下，丰
富一下我们中老年人的生活。”
中牟时报 王利正 荀宪红 文/图

全省优质课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中牟商都路小学的
这名老师咋这么牛？

9 月份，在河南省基础教
育教学研究室举办的“河南省
第十一届小学信息技术优质课
评比”活动中，中牟县商都路小
学杨国红老师过关斩将，连战
三关，最终荣获了全省一等奖
的喜人成绩。

今年 33 岁的杨国红在商
都路小学工作有一年多的时
间，担任六年级班主任，并教有
数学课。杨国红在大学时学习
的是计算机专业，教书后，一直
没有机会传授自己的专业特
长，但她并没有就此而放下。
工作之余，她总是忙里偷闲，温
习自己的计算机技能，并且还
不时找来相关的资料给自己

“充电”。
9 月初，杨国红在中牟县

教研室举办的小学信息技术优
质课比赛中喜获佳绩，勇夺桂
冠，代表中牟县参加郑州市的
比赛。随后，在郑州市教研室
举办的“郑州市小学信息技术
优质课录播课网上评比”活动
中，她的一节《艺术字标题》课，
受到了市教研室领导和观摩老
师的一致好评，被评为郑州市
一等奖，并推荐到河南省进行
比赛。

杨国红的获奖与精益求
精的工作态度分不开。在学
校，杨国红每天都早早到校，
打扫教室卫生，摆放桌椅书
本，精心备课。她的教案本和
学生作业本上布满了密密麻
麻的字和横线。课堂上，有一
个学生不会，她也会不厌其烦

地重复讲解，从不让任何一个
学生掉队。她的耐心、认真深
深地感动着学生。她被孩子
们幸福地称为最“唠叨”的老
师，最可爱的人。

她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
法，就是让课堂动起来，让孩
子们主动学起来成为她教学
的一大亮点，极大地提高了
课堂效率。她多次获得“中
牟 县 教 育 教 学 先 进 个 人 ”、

“教育教学标兵”、“优秀班主
任”等荣誉称号。

“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掀
起千层浪，一个人融入集体才
能施展远抱负。”谈起这次获得
一等奖，杨国红这样说。
中牟时报 刘客白
通讯员 黄果 文/图

中牟县文联举办
纪念刘桂枝诞辰95周年曲艺晚会

刘桂枝，中牟县刘集镇后
集村人，父亲是坠子琴师，她从
小随父学艺，11 岁登台演出，
刚 满 12 岁 便 唱 响 郑 州 老 坟
岗。刚满20岁时，刘桂芝作为
河南坠子女艺人用自己不屈的
民族气节与鬼子做生死抗争。

她被誉为“坠子三刘”之一。《古
都郑州》这样记载刘桂枝：“河
南坠子唱红了一大批艺人，当
时最为突出的是‘三刘’（刘桂
枝、刘明枝、刘宗琴）”。

今年是刘桂枝大师诞辰
95周年，为促进文艺事业的繁

荣发展，进一步提升中牟曲艺
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树立
中牟文化品牌，10月 16日，中
牟县文联在世纪广场举办纪念
河南坠子大师刘桂枝专场曲艺
晚会。中牟时报 郭倩楠
通讯员 段长彦

中牟县多项文化旅游项目
亮相中原文博会

10 月 12 日，第三届中原
(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
鹤壁市朝歌文化园鹿台阁开
幕，18个省辖市、10个直管县
(市)以及邯郸、邢台、菏泽、聊
城、晋城、长治等中原经济协作
区城市参加了展览。其中，中
牟县多项文化旅游项目亮相本
届中原文博会。

本届文博会共设形象展示

区、非遗产品交易区、文化产品
交易区等三大展区。在形象展
示区，郑州主展馆结合郑州市
文化产业发展实际，以“文旅融
合、创新发展”为主题，以图片
展示为重点，突出展示了以根
亲文化、少林文化为代表的历
史文化旅游项目。在中牟生根
发芽的项目中，以郑州国际文
化创意产业园、方特欢乐世界、

环宇迪士尼、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中书文
谷泰迪小镇等为代表的现代文
化旅游项目，有效推介了郑州
市在“文化+旅游”方面取得的
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郑州及
中牟文化品牌在省内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田金敬

杨国红在课堂上耐心为学生解答问题

中牟“马棚少年”亮相
少林国际武术节

10月17日，第十一届少林
武术节期间，“马棚少年”在表
演台上生龙活虎，跳跃踢打，
腾挪推移，一招一式虎虎生
风，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骑马、放马、割草、喂马、
住马棚、会打水做饭，会照顾
家人，能帮助小伙伴，年仅9岁
的张胜利一出生就与家中的
小马生活在一个屋子内，中牟
县善之乐公益团队的志愿者
都称他为“马棚少年”。

张胜利的父亲名叫张小分
（音），今年63岁，自幼家贫，40
多岁才结婚生子。老年得子，给
孩子取名“胜利”。去年8月27
日，本报以《生活很艰难，活得
很阳光》为题，报道了张胜利
乐观面对困境的感人故事。
少林寺武僧文武学校校长释
永帝闻讯后伸出援手——免
费招收张胜利入校，让其接受
全面教育。

少林寺武僧武术学校开
设了普通教育从小学到高中
的所有课程班，可直接进入相
应的普通教育班级学习，高中
毕业要深造可考体育大学。少
林寺武校除了文武双修外，还
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及心
理辅导，让孩子在这里变得更
加独立，更加懂事，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更要学会做人、学
会为人处世，从小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对以后成长影响很大。

张胜利告诉记者，一年前
他来到少林寺武僧文武学校
后，每天清晨 5点半他和师兄
弟们一起起床，洗漱，然后在
教练员的引领下开始苦练少
林功夫，目前已经熟练掌握了
小洪拳、大洪拳、连环拳等十
几套少林拳的套路。

校长释永帝告诉记者，张
胜利无论学文还是习武，特别
能吃苦，勤奋好学，当着记者的
面，张胜利流利地背诵起《三字
经》、《弟子规》等国学读物。
记者 张朝晖 文/图

潘安艺术团，不简单！
二十年如一日为市民唱戏

10月 15日“全球洗手日”
前夕，中牟县人民医院举办了
以“清洁的手，呵护健康”为主
题的手卫生摄影大赛，全院医
护人员积极参与，用自己的行动
号召“勤洗手，保健康”。据了
解，本次手卫生摄影大赛共收到
来自全院31个科室的150余幅

摄影作品，充分展示了该院广大
医务人员关注支持手卫生这一
活动的热情。经过评委组对所
有作品打分评判，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
三名，优秀奖若干名。
中牟时报 谢鹏飞
通讯员 王志远

首届手卫生摄影大赛
倡导健康生活

潘安艺术团在表演

校长释永帝指导张胜利练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