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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9日上午，新
郑市委老干部局“夕阳红”文艺
演出队走进驻军教导队开展志
愿服务文艺演出活动，志愿者
们为驻地官兵送上了自编自演
的文艺节目。

演出在葫芦丝表演《绣红
旗》中拉开帷幕。老同志们热
情投入的演绎将现场官兵带进
了浓浓的艺术氛围之中。既有
大家耳熟能详的《我是一个兵》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靶归
来》等红色歌曲，也有经典的葫
芦丝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等
器乐表演。特别是葫芦丝独奏
《骏马奔驰保边疆》，把战士们

的思绪一下子拉到了遥远的边
疆，展现了广大官兵指战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跟
党走，永远维护祖国和平的信
心和决心。精彩的文艺演出在
战士们一遍又一遍热烈的掌声
中圆满落幕。

新郑市委老干部局“夕阳
红”文艺演出队成立于2006年
初，设立葫芦丝队、模特队、合
唱队、二胡队、舞蹈队、秧歌队
等6支小分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72岁，最小的 51岁。自成立以
来，先后走进广场、乡村、社区、
福利院、企业、军营等进行大大
小小的公益演出60余次。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演唱会开始前，赵留定说
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家
和其他山区人民一样过上这
么好的日子，是党指引得好。”
说到此时，他的音调提高了许
多，声音里充满了感激和豪
迈。当他说到“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我们家特举办
这次演唱会”时，台下的观众
不住叫好，还给他报以热烈的
掌声。

群众喜气洋洋地关注着舞
台上的一举一动，旁边的乐队成
员各司其职，舞台上的戏迷正在
激情开唱。而在舞台周围，书写
着“山区人追赶城里人，有房有
车都富裕”“新中国诞生七十周
年，取得世界辉煌成绩”等内容
的书法作品，也散发着一股喜庆
的气息。

原来，70后的苏省妮是
一个戏迷爱好者，没事总爱和

戏迷在一起练嗓子，有些唱词
让她忆古思今，深感自己的家
庭和山区百姓的生活发生了重
大变化，看到祖国如今繁荣昌
盛，想到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唱
戏，她萌发了通过唱戏歌唱祖
国的想法。她将此想法告诉丈
夫后，赵留定爽快答应：“这是
好事啊，大家聚在一块唱唱，乐
呵乐呵，谈谈想法，会更加珍惜
现在的好日子。”

“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我们家特举办这次演唱会”

8月12日，为表达对祖国的感情，共迎新中国七十华诞，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驮窑
村村民赵留定和妻子苏省妮组织周边的戏迷爱好者以唱戏的方式共迎新中国七十华
诞，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通讯员 尹春灵 赵颖

本报讯 郑州市“迎民族盛
会 庆七十华诞”合唱比赛总决
赛 8月 8日在郑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剧场举行。新郑市教体
局合唱团以优异的成绩荣获第
一名；新郑市也荣获比赛最佳
组织奖。

据悉，本次活动由郑州市
委宣传部、郑州市总工会、郑州
市公安局、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办，郑州文化馆、郑州市音乐
家协会、各开发区党办、各县
（市、区）党委宣传部、郑州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旨在以大合
唱的形式，讴歌伟大祖国繁荣富
强，喜迎新中国七十华诞。

按照主办方的统一部署，各
市市直机关、市总工会、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市国资委系统、
市公安局系统、各县（市）区分别
举行了活动初赛。社会各界积

极报名，踊跃参加，最终决出29
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现场，各
合唱团歌声洪亮、气势昂扬，营
造了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开拓
进取的浓厚氛围，唱出了郑州市
人民“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的豪情壮志和自信心、荣誉感。

最终，新郑市教体局合唱
团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新郑
市也荣获比赛最佳组织奖。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郑州“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合唱比赛举行

新郑代表队喜获合唱总决赛第一名

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

新郑市具茨山村民
自办“歌唱祖国”演唱会

为了这场演唱会，赵留定
和妻子苏省妮可没少忙活。一
个月前，他们就在微信朋友圈
里广发“邀请帖”，请戏曲爱好
者来家门口参加。“有的戏迷
年龄大了，不会玩微信，我们
给他们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
见。”赵留定说，很多人听了之
后，都说这主意好，非常乐意
来切磋切磋。在邀请戏迷之
余，他们积极准备音响、话筒、
条幅等舞台设备，做好演唱会
的准备工作。

现场，苏省妮、许彩玲、王
俊甫、张遵妞、王冬花、陈麦妞
等来自新郑、新密、郑州的30多
个戏迷轮番上场，抑扬顿挫、拿
捏到位，演唱了《上山》《清凌凌

的水》《辕门外三声炮》等唱段，
在一唱一念、一招一式间展现
出戏曲的独特魅力，赢得了观
众热烈掌声。

在众多演唱者中，陈世彬
相对“特殊”一点。他是郑州
人，当天，身体不便的他也专门
赶到现场，坐在轮椅上为大家
演唱了《人生在世孝当先》。曾
获得第五届中原戏迷擂台赛银
奖的他说：“前来听戏的群众有
很多，演员演唱的有古代戏和
现代戏。一个农家院外摆舞
台，庆祝新中国的生日，显示了
农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唱出了
现代农村的好风气。”

现场群众对演唱会赞不绝
口。“一个普通农户在山区里自

办演唱会，我是头一次见，有意
义、有创意。”新郑市城关乡贾
庄村的史遂彬说，戏迷现场唱
戏，群众现场听戏，老少爷们儿
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大家很
是开心！”

听到群众的称赞声，最快
乐的要属赵留定夫妇俩。这些
年，山区生活越来越好，群众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戏曲文化
在农村扎根生长，很多村民
“听见弦子响，喉咙眼痒”。“我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演唱会到
下午 3点多结束，群众和戏迷
还想让继续。”苏省妮说，他们
用戏曲唱变化，唱内心的欢
喜，唱农村的新气象，迎接新
中国七十华诞。

微信朋友圈里广发参与“邀请帖”，唱家云集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薛店
镇获悉，该镇乡村振兴夜校大讲
堂正式开讲了。旨在实现党委、
政府搭台，部门整合资源，瞄准
“农村夜校”的政治定位，充分发
挥其党建引领作用，打造农民群

众业余学习的新去处。
大讲堂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将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技术技能、文化科普、文明新风等
知识，带到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送到农民朋友的心上。采用“课

堂+现场”“集中+流动”等新型教
学模式，摆脱枯燥的课堂学习，使
其成为宣传党的政策、普及致富
技能、传播文明新风、促进社会和
谐、美丽乡村建设等主阵地。
新郑时报 李显文

薛店乡村振兴夜校大讲堂开讲

老有所为跟党走 红色基因代代传
新郑市委老干部局“夕阳红”文艺演出队走进军营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孝
善文化浸润乡风文明”建设，8
月 12日下午，具茨山管委会全
体班子成员、各行政村支部书
记，前往新村镇梨园村、牌坊
庄村学习借鉴兄弟乡镇先进
经验。

“一碗饺子，一块蛋糕，是
如何变成‘孝道文化大餐’的？
开展孝道文化活动还有哪些抓
手？如何让选出来的好媳妇、
好婆婆真正起到示范带头作
用？如何持续开展好孝道文化
活动？我们的支部书记要带着
问题去观摩、去学习，才能见贤
思齐，学到精髓。”在前往观摩
的路上，管委会党委书记薛智强
这样要求。

观摩团一行先后到达梨园
村、牌坊庄村进行观摩学习，两
村支部书记在带领大家观摩之
余，详细向众人介绍了村内的
孝道文化发展现状和发展历

程。观摩团在梨园村组织开展
经验分析会，梨园村支部书记
陈保杰分别从如何发动乡贤参
与孝道文化活动、如何策划开
展活动、如何以活动为抓手提
升乡风文明等方面向众人进行
了经验分享。

随后召开观摩讨论会，与
会各支部书记纷纷分享对此次
观摩的感想，规划畅谈村内的
下一步计划。会议要求，具茨
山管委会各村要切实把观摩的
所思所想化作实际行动，将孝
道文化活动和脱贫攻坚、志愿
服务、乡土人才、基层党建等工
作结合起来，建设百姓家门口
的“孝善中心、服务中心、交流
中心、信仰中心”，争取走出一
条以孝道文化为引领、以提升
服务为目标、以群众参与为保
障的乡村治理之路。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具茨山管委会到新村镇观摩学习孝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