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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新郑市旅游和文
物局编著的《廉哉新郑》一书由中州古
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为弘扬新郑优秀传统文化，近年
来，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组织人员陆
续编写了《古都新郑》《美哉新郑》《游
哉新郑》等系列丛书。为更好地研究
和宣传新郑历史名人，2018年，该局又

组织人员对新郑名人的廉洁故事进行
挖掘梳理，编撰了《廉哉新郑》一书，该
书选编的历史名人有轩辕黄帝、子产、
韩非子、张良、裴度、白居易、郭威、柴
荣、欧阳修、许衡、高拱等 32位（4位帝
王国君、28位官员），新郑籍的 19位，
从选编的历史名人廉洁故事中，他们
或清或勤或慎或能或兼而有之，表现

出了不同的廉洁事迹。
随着该书的出版，一定会有更多的

读者，特别是从政的领导干部从中受
益，更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反腐
倡廉工作、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王惠霞

新郑文旅局编著《廉哉新郑》正式发行

本报讯 初冬的早晨，新郑市轩辕湖
畔，阵阵葫芦丝声响起，吹奏葫芦丝的是
60多位中老年人，他们是新郑市老年大
学葫芦丝班的学员。这支队伍成立于今
年 4月份，教课的是时宏波老师，成员都
是50岁以上热爱音乐的老年人。他们用
业余时间来学习，却以专业的态度来演
绎。刚开始时只有十几位成员，现在已经
有近 200个成员了。如今葫芦丝学员们
吹起曲子来都有模有样，什么样的曲子、
音调都能熟练地吹出来。

一提起葫芦丝班，老年大学的办公室
主任杨芳感慨地说道：“葫芦丝队最多的
时候有 190多人来学习。来上课的老年
人热情很高，学习也很认真，看到他们有
一个学习和展示自我的平台，心里感到很
开心，希望老年朋友们能够通过学习有所
收获。”

每周四下午，老年大学的活动室内都
可以听到葫芦丝飘逸、悠扬的声音。“对，
这一部分要慢，注意节拍，多了少了都不
行。”很多老年葫芦丝班的学员没有什么
乐理知识，时老师就从“哆来咪发唆”开
始，一节课只教一个音。细心的时宏波会
根据学员的基础，一对一、手把手地指导
他们滑音、打音、颤音怎么吹。葫芦丝班
的班长武爱琴说：“时老师特别敬业，我刚
开始以为学习葫芦丝很难，对自己特别没
信心，是时老师一直不断地鼓励我。现在
跟着时老师学习后，觉得很简单，越学越
有趣。”今年 70岁的时成群大爷，虽然学
习葫芦丝只有3个月，但是现在已经能流
畅地演奏好几首曲目了。

72岁的刘美兰在葫芦丝班是出了名
的“学霸”，不仅平时练习积极，出门度假
也不忘吹奏，在海南岛还吸引了一批葫芦
丝学员呢。她不仅积极参加葫芦丝考级，
还在河南电视台组织的葫芦丝全国邀请
赛中获得了老年组的金奖。她告诉记者：
“年轻时她就喜欢乐器，但是没有机会学
习，现在有了这个队伍，不仅能够掌握一
技之长，更能陶冶身心。大家聚在一起，
互帮互学，不仅学到了吹奏，还增进了感
情，现在每天心情特别好。”

“我们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
老年大学提供的平台，更得益于不计报
酬、无私奉献的老师。我们每天都自发组
织去晨练，时老师总是牺牲自己的时间，
帮我们辅导。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感谢
他。”提起时宏波老师，时成群情不自禁地
竖起大拇指。

如今这支葫芦丝队伍，已经发展成为
老年大学的艺术品牌。在今年的重阳节
活动上，他们身着靓丽的苗族服饰，吹奏
着动人的乐曲，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冯伟华 文/图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
告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探索创新更
加生动活泼、更具精神感染力的“诗意
党建”模式，由新郑市新烟街道办事处
主办的新烟街道经典诗词唱诵晚会暨
新烟街道唱诗团成立仪式于12月12日
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音乐学院
三厅举办。新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黄卫东，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慧娴，
人民论坛区域发展部主任周中华等领
导出席此次活动。

当晚 7时 30分，由新烟小学和滨

河帝城牛津国际幼儿园的孩子们诵读
的一首《读唐诗》拉开了活动的序幕，
孩子们声情并茂地吟读经典唐诗，同
时配合演唱、舞蹈表演形式，为经典
唐诗融入时尚元素，让在场观众再次
重温经典古诗的优美意境。在接下
来的节目中，诗词唱诵《春夜喜雨》
《悯农》《送别》《墨梅》等节目，孩子们
以诗配乐，融合歌唱、舞蹈等表演形
式，亦庄亦谐，集趣味性、思想性、艺
术性为一体，用优美的旋律唱诵，让
经典再一次流行，让中小学生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

者。河南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杨强
老师朗诵的《秋天里的中国》，更是以
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引领我们进入诗歌
意境，真挚的情感带我们走进诗人的
内心世界。

在新烟街道唱诗团成立仪式中，
新烟街道办事处纪工委书记刘炎峰为
唱诗团成员代表授牌，标志着新烟街道
唱诗团正式成立，让诗词文化遍布整个
辖区，让街道居民广泛感受经典诗词的
特色文化气息，打造新烟街道亮丽的文
化名片，提升区域文化自信、带动全民文
化活力、丰富居民精神生活。

古诗新唱助党建，经典文化润
新烟。新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敬伟民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新烟街
道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承发展中华
传统文化与创建诗词之乡相结合，通过
加强阵地建设、壮大诗词队伍、鼓励诗
词创作、每周诗词课堂、组建经典诗词
唱诵团等活动，探索创新更加生动活
泼、更具精神感染力的“诗意党建”模式
和方法，让街道党建工作更入脑入心，
出彩中原。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于会娟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全国城市信用状况
监测评价平台发布最新一期城市信用
状况监测排名，在全国被监测的 300多
个县级市中，新郑市城市信用监测排名
升至第21名,在河南省县级市综合信用
排名中居第4位。

据了解，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评

价平台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搜索技术，对
全国 36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259个地
级市和363个县级市展开监测。监测内
容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司法公信4个方面，涉及21个领域。

加快推进新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是提升城市形象、增强综合竞争力、

全面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有效方
式。近年来，新郑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工
作措施和组织保障,不断优化信用环
境，稳步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各项工作，
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制度日趋完善。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城市信用
跻身全国县市第21名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妇女
和家庭成员建设好家庭、传承好家教、
弘扬好家风，12月 7日下午，新郑市妇

联举行“巾帼传习——家庭好故事分
享会”主题活动。

会上，对 10名新郑市十佳“好媳
妇”、15名“好媳妇”、30户最美“书香家
庭”、“诗词家庭”典型进行了表彰。随
后，5名“好媳妇”、5户最美“书香家
庭”、“诗词家庭”代表用朴实真挚的语
言，分享了家人相亲相爱、共同阅读成
长的温馨瞬间，每个家庭的幸福点滴都
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特别是听到“好媳妇”乔红霞、郑桂
软恪尽孝道，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家中
患病老人，不嫌弃、不放弃，在场听众潸

然泪下。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先进典型
为榜样，发现美、践行美、弘扬美，积极
参与新郑市“巾帼传习遍故里 凝聚共
识跟党走”活动、寻找“最美家庭”“好
媳妇”等系列活动中来，感染更多家庭
传承良好家风，讲好新郑故事，唱响
“巾帼传习”主旋律，共同为助力乡村振
兴、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设
而努力奋斗。

会上，还向十佳“好媳妇”、“好媳
妇”和最美“书香家庭”、“诗词家庭”赠
送了《家训家规》书籍。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新烟街道举办经典诗词唱诵晚会暨新烟街道唱诗团成立仪式

古诗新唱助党建 经典文化润新烟

新郑这群“俏夕阳”
爱上葫芦丝

新郑市妇联举办家庭好故事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