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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姚辉常

本报讯 昨日，荥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到位
于广武路的郑州市党报多媒体信息港建设现场
了解进展情况时表示，要更好、更快地推进党报
多媒体信息港建设，把荥阳打造成多媒体文化
信息之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

据了解，郑州市党报多媒体信息港工程是
郑州市重点项目工程，也是郑州市文化建设工
程重点项目。按照国内一流、技术先进、使用方
便、功能强大的要求规划设计，党报多媒体信息
港由多媒体 LED大屏幕、阅报栏、售报亭共同

组成，具有发布信息、报纸阅读以及自主缴费、
查询、转账等多种功能。

荥阳是郑州市党报多媒体信息港工程的
第一个试点城市。随着党报多媒体信息港亮
相荥阳城区，造型优美的LED大屏幕、阅报栏、
售报亭成为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昨日，记者
在街头看到每个阅报栏前都有不少市民在阅读
当天的新闻。

据介绍，去年，荥阳生产总值完成 360亿
元，财政收入完成 15.2亿元，是全省县域经济
的亚军，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序中居
第 65位。与此同时，荥阳兴建了大批文化基础

设施，包括刘禹锡公园、李商隐公园、兴国寺公
园等七大主题公园，以及书画院、文博中心等。
此外，荥阳举办了象棋文化节、诗歌文化节等文
化活动，挖掘和发挥了荥阳的文化资源优势，打
造出一批特色文化品牌。特别是去年以来，荥
阳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开展全民慈善活动，为城
市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杨福平说，荥阳今年工作重点是借省会
之力，打造郑州新城区和“西花园”，实现经济
转型，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

据悉，本月底，4台 LED大屏幕、40座阅报
栏和 15座售报亭将全部安装到位。

着急继承遗产，干孙子告了奶奶姑姑

公证员调解，方知遗嘱违法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军现 林泷

本报讯 抱养的孙子在爷爷去世后，迫
不及待地想把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就把奶
奶和姑姑告上法庭，谁知爷爷私下立的遗嘱
因为违反《婚姻法》无效。

新郑市八千乡 70岁的李大妈和赵大爷
结婚50多年了，生育了3个女儿。为解百年
养老送终的后顾之忧，他们提前抱养了个孙
子赵某。赵某也非常孝顺，一家人其乐融
融。去年，赵大爷的身体每况愈下，为让孙
子安心照顾老伴，他把和老伴共有的4间房
屋赠予赵某，并立下遗嘱。或许是想给老伴
一个慰藉，就没告诉老伴和3个女儿。

赵大爷去世后，3个女儿为使母亲不感
到孤独，就轮流住在母亲家里照顾她。“她们
为什么一直住在这里？莫非几个姑姑想争
财产？”赵某拿着遗嘱将奶奶和 3个姑姑告
上法庭。一家人为此事反目成仇。

时间一长，双方都想起了对方的好处，
但谁也不好意思打破僵局。近日，赵某来到
新郑市公证处。“老赵留下的遗嘱违反《婚姻
法》，而且这个遗嘱设立不符合法定程序，无
法证明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听了公证员一
番讲解，赵某才知道遗嘱不能成立。惭愧的
他恳请公证员给奶奶、姑姑说些“好话”，原谅
自己的无知。李大妈和3个女儿也很大度，她
们放弃了对房屋的继承权，由赵某全部继承。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本报讯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
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走进新郑市城关
乡三中，教室里传出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不过
他们读的书别处没有，是学校自己编制的白居
易诗歌教材。“益友园”、《长相思》……校园里
随处可见白居易的“痕迹”。据了解，这所充满
白居易文化特色的学校只是新郑各类特色学
校的一个代表。

史料记载，白居易，字乐天，生于新郑东郭
宅。东郭宅即现在的新郑市东郭寺村，也就
是城关三中所在的村庄。

昨日，记者徜徉城关三中校园，处处都有
白居易诗歌的影子。“益友园”、“春生园”……
校园内花池假山的名字都取自白居易的诗句，
教学楼的墙上还有《暮江吟》《友人夜访》《长相
思》《忆江南》《夏日》《花非花》等白居易诗词。

教室里，每位学生人手一本《白居易诗词

朗读与鉴赏》，朗朗的诵读声回荡在校园里。
“从七年级到九年级每个年级都有白居易

诗词教材。”校长宋中建说，学校利用课外活
动等时间开展白居易诗词背诵活动，并定期
举办诵读比赛，成绩都纳入语文学科以及班
主任和语文教师的年度考核。

学校还组织开展白居易诗词朗读与鉴赏
的攻关活动，对达到一定水平的同学授予相应
称号：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公爵、王、帝、皇，
最高级为皇。宋中建希望学校能改名，名字最
好与白居易有关。

新郑市教体局副局长赵二建介绍，2007
年，新郑市下发《关于加强特色学校建设促进
学校内涵发展的意见》之后，各乡镇学校开始
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历史资源、教师资源和学
生资源等，逐渐向体育、艺术、书法、跳绳、诗
歌等特色学校方向发展。城关三中是以“白居
易诗文朗读与鉴赏”为特色的学校。不远的将
来，新郑市各乡镇的学校将会是“一校一特色”。

白居易诗词背得好，可封“爵”称“王”
新郑各乡镇学校力求“一校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