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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君，新郑市中华路友谊胡同耿
麦福老人的儿媳妇，为照顾公婆，
毅然决然地放弃手中的生意，回家
一心一意照看老人。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李建设 文/图

好媳妇刘丽君

家庭和睦再累也觉甜
环保达人陈伟娜

生活点滴汇聚“绿色”光环

居家过日子
环保总先行

陈伟娜和丈夫在家中带
头开展环保行动，并用自己
的行为习惯去教育、感染孩
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环保习
惯，经常提示家庭成员在各
方面从环保定位，实施中创
建绿色家庭。

用过的洗菜水和淘米的
水用来浇灌花木，洗脸、洗头
发、洗衣服节省下来的能二
次利用的水都存着用来冲厕
所、拖地，用她的话说，这是

“废水利用”。她常常拿着一
个自己亲手缝的布袋去采购
一切生活用品，这样做为了
减少一次性产品的消费，降
低白色污染。

陈维娜的家庭居住环境
优美，她总选择一些不同功
效的花草放置在室内。如吊
兰、绿萝，能“吞食”室内一氧
化碳、甲醛、净化空气，在电
视机、电脑旁摆上一盆芦荟、
仙人球，能起到防辐射效果，
这些她精通得很，并且还经
常向邻居朋友们推荐这几种
有“特异功能”的植物，为了
大家都能拥有个优美健康的
家居环境。

陈维娜鼓励、支持孩子
多参加学校组织的低碳环
保活动。带女儿外出，要求
她垃圾入箱，看到纸屑要主
动弯弯腰。提醒她在收拾

好自己制造的垃圾的同时，
并要求把别人丢下的纸屑
也帮忙捡起来，这一举动赢
得了周围人群的赞扬与效
仿。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女
儿无论在何时何地用水时，
都会把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儿，并适时的提醒身边人，
看到别人没及时把水龙头
拧紧时，她会主动上前去。
节约每一滴水，已深深地扎

进了孩子的心里。

低碳出行
播撒绿色种子

如何做一名绿色使者，
把“绿”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
角落？陈维娜和丈夫首先从
自己做起，每天尽可能地步
行上下班，畅导绿色出行。
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尽
量使用钢笔或可换笔芯的
笔，减少圆珠笔和一次性签
字笔的使用量。打印或复印
材料时能正反面重复利用的
尽量再利用，节约每一张
纸。白天公共通道的照明设
施好多人会不注意，只要他
们看见了，就会随手关闭，杜
绝“长明灯”现象。

在今年“三八节”单位
组织的低碳环保活动中，作
为局妇联委员，陈维娜积极
报名参加了好几个项目。
她在“低碳绿色出行自行车
比赛”项目中荣获第七名，

“环保健康爬山比赛”中荣
获第二名。

陈伟娜说：“虽然，我的
力量微不足道，我们一家的
力量微不足道，但努力的过
程是快乐的。我相信自己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然会
影响周围更多的人。只要人
人都来参与绿色行动，我们
的社会环境建设一定会越来
越美好。”

陈伟娜和丈夫是新郑市国
土资源局的一名工作人
员，女儿刚刚上小学一年
级，多年来，“绿色环保，从
我做起”，一直是这一家三
口人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执著剪纸艺术20年

陈向阳：新郑市推行剪纸教学第一人
20年，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美术教
师，变成了一座城市剪纸文化的代名
词，集诸多荣誉于一身。
20年，将一种民间文化引入课堂教
学，并有望得到范围更为广泛的普及。
陈向阳是新郑市实验小学的美术教
师。见到陈向阳老师，是在实验小学
的美术办公室里。平易近人的脸上写
着内心的恬淡与涵养，执著的眼睛充
满了对艺术的追求。采访时陈老师颇
具大家风范地说的一句“行万里路乃
见天地之大，游郑风苑可窥新郑之
美。”。在得知他是新郑市第一个在课
堂上向孩子们传授剪纸艺术的老师
后，一种深深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郑州晚报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朱少奇 孙伟涛

如今在新郑，熟悉陈向阳
的，“剪纸”已经成了他的代名
词；“陈向阳剪纸”也成为“新
郑个性化”的代名词，更为他
带来了诸多的荣誉：2008年3
月3日在轩辕故里“剪纸专题
展”中获得特等奖；他的作品

“黄帝故里传说人物系列”被
郑州市文联评为一等奖。由
于对剪纸事业做出的突出贡
献，在新郑市文化馆推荐下，
经郑州市民间艺术人才中级

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2008
年4月，被郑州市人民政府授
予民间美术民间艺术师称
号。谈及这些荣誉，陈老师
笑着说：“我在乎的是自己能
否用一技之长，把对家乡新
郑的真挚情感真实地表达出
来，不在乎其他的。”

陈向阳告诉记者，“我剪
纸的很多内容都是围绕黄帝
文化展开的，以剪纸展现家乡
新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我想借自己的绵薄之力，让新
郑文化更多的走出去，让更多
的世界友人走进来。”

在陈老师办公室，翻看
桌上的作品集，里面包含了
新郑风景、人物活动、飞禽走
兽、民间故事传说等等。这
些作品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古
老的造型纹样，又传承了中
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以其丰
富的形象语言反映了中国深
邃的传统思想、新郑特有的

地域文化。尤其是在剪、刻、
撕、挖、刮等技法的熟练操作
下，塑造出了一个个虚实相
生、线条分明的造型，有《郑
风苑记》石刻、郑风阁、郑韩
故城、始祖山、中天门、中天
阁、嫘祖洞、莲鹤方壶，嫘祖
洞等。这些作品中，有的大
刀阔斧般的粗犷，有的行云
流水般的洒脱。综观其作品
的线条与轮廓，看似不着一
字，实则有尽得风流之美。

作为一名美术教师，陈
向阳深知剪纸不仅可以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
审美能力，还可以陶冶学生
们的性情，完善人格，也为民
间剪纸艺术提供了新的发展
空间。于是，结合新郑市教
体局“以特色铸辉煌”的教学
要求，陈向阳将民间剪纸引
入校本教材中，在课堂上进
行剪纸教学，得到了学校领
导从软件到硬件上的大力支
持。时任副校长周瑞英提到
陈向阳的剪纸教学时肯定地
说：“向阳老师踏实能干，在

教育学生剪纸上下了不少功
夫。他是新郑市推行剪纸教
学的第一人。”

结合剪纸教学实践，陈
向阳先后撰写了《民间剪纸
教学与校本课程的开发》、

《剪纸教学进课堂的尝试与
研究》《让剪纸花开美丽的校
园》等论文，先后被评为新郑
市教科室、郑州市教科室优
秀论文一等奖。其中，《让剪
纸花开美丽的校园》作为郑
州市的重点课题一等奖被推
荐参加河南省重点研究课题
并予以立项。

在学校同事们眼中，陈
老师对剪纸已经到了忘我的
境界。“平时看到陈老师，不
是在剪纸，就是在看剪纸的
书籍资料。”“陈老师剪出来
的东西可像可好看啦！”见到
有记者采访陈老师，办公室
同事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向记
者表达自己对老陈的看法。

当和陈向阳老师告别的
时候，老陈欲言又止地似乎
还有话要讲，在记者的追问
下，他告诉记者。“我想举办
一个专题性的展览，借剪纸
作品向全市人民展示新郑风

情的魅力。我希望得到有识
之士的帮助与合作，众人划
桨开大船，如果，能唤起更多
的同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将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吧！”陈向阳自嘲着说：“我作
为一名小学美术教师，做这些
或许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
但这是我教学之余追求艺术
的独自坚守；也是我作为黄帝
故里人，对美丽家乡新郑的一
曲不算嘹亮的讴歌。”朴实的
话语，再次让我们感受到老陈
对剪纸艺术态度的诚恳，对梦
想的执著坚守。

朴素的剪纸风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徜徉艺术梦想，让剪纸花开美丽的校园

刘丽君的公公耿麦福是龙王乡
的一名乡村教师，退休后就回家养
老。由于儿女们都忙于工作，无法
陪伴在他身旁，日久天长老人情绪
上出了问题。“严重时饭量减少，有
时甚至什么都吃不下。白天见人害
怕，夜晚睡眠不好，整个人都变了
样，看起来非常吓人。”

丈夫教学忙，为了给公公治病，

刘丽君只好自己带着公公四处求
医。没有交通工具，她就借脚蹬三
轮车跑；没有病理知识，她就从书
上、网上学。一听说哪个医院有好
医生，刘丽君就赶紧带公公去看；哪
里有治疗好处方，第一时间求到。

功夫不亏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
心理干预治疗和心里疏导，耿麦福的
病情逐渐由阴转晴，慢慢地好起来了。

也许是老天故意考验刘丽君，
在公公身体好点后，今年 5 月，婆婆
的腰椎间盘突出又突然病发，天天
疼痛难忍，走路直不起腰，有时连吃
饭、穿衣、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刘丽
君又是毫无怨言，主动挑起了照顾
婆婆的重担，每天除了倒茶端饭，还
要帮助婆婆料理日常生活。婆婆疼
痛了，她就给推拿按摩；婆婆想出去
转转了，她就推着婆婆到街上。

每当看着儿媳整天为耿家忙里
忙外、累得腰酸背痛时，耿麦福心里
都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

的心情，这样的好儿媳妇我积多少
年福才能得来啊！就是我闺女也做
不到这样啊！”

“人就应该尽孝道，这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做的这些
都是我们每一个做儿女都应该做
的。”只有初中文化的刘丽君，简简
单单的几句话道出了她内心真实
的想法。

在刘丽君的心里，照顾老人是
她应该做的事，既然嫁到这个家，就
要学会付出，家里和睦、老人健康、
孩子懂事，即使再累也觉得是甜的。

跑断腿、磨破嘴 四处求医治公公病

祸不单行 婆婆突发腰间盘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