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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每天清晨和夜幕降临时，
新郑市体育场内总会舞动着一道亮
丽的风景，她们伴随着激情的音乐，
踏着欢快的节拍，舞动起来。她们，
是新郑市新华路街道组织广场舞训
练班的成员。她们，既是辖区文化
志愿者，也是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
舞蹈爱好者。

据悉，自新郑市“百千万”文化
惠民工程开展以来，吸引了新华路
街道广大广场舞爱好者的积极参
与。付出总有回报，2014 年，新华路
街道在广场舞和盘鼓展演中获得乡

镇组一等奖的好成绩。
今年以来，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特

别重视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广场舞
训练还抽出专人专款，聘请专业舞
蹈老师进行指导，早晨、傍晚都排
练，周六、周日不休息。

虽说是业余团队，但是举手投
足和表演效果与专业水平不差上
下。今年50岁的王建华去年就参加
了广场舞比赛，今年仍然热情高涨：

“每天练练、跳跳，心情好、身体也好，
还可以给咱街道争光，多得劲儿
啊！”通讯员 李建设 文/图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被这样的信
息刷屏了：“今年考上二本的学生，可
携带录取通知书和家庭困难证明到新
郑市工会领取 2000 元的秋季助学基
金！望相互转告！”

近日，记者向新郑市工会帮扶中
心核实，新郑市工会没有这样的帮扶
项目，希望市民不要再转发这类信息，
以免引起更多学生、家长的误会。

新郑市工会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最近我们接到很多学生、家
长的电话询问领取‘2000 元秋季助学
金’的事，我们也很纳闷，不知道之消
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可以确定的
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资助项目。新郑
市工会有类似的资助项目，但是是针
对新郑市困难职工家庭的，并非以上

说的考上二本，有家庭困难证明就可以领取助学金。”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新郑市工会帮扶中心建立有“帮扶管理系统”，

新郑市管辖内工人职工家庭向工会申报“困难职工家庭”，新郑市工会会
派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将会输入“帮扶管理系统”。那么这
些在系统里可查的困难职工家庭，只要家里有考上大学的学生，就可以
到新郑市工会领取3000元的助学金。

领取要求有5条：1.困难职工家庭；2.已向新郑市工会申请；3.新郑市
工会核实后已输入帮扶管理系统；4.家里今年有要上大学的学生；5.领取
助学金金额为3000元。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闫陕生说：“当时情况紧急，没想太
多，怕耽误了治疗时间。医院服务也很
人性化，听说了她的情况后首先安排治
疗，没有因为费用问题和她儿子不在而
为难老太太。老太太屎尿弄了一裤子，
都是护士帮忙擦干净的。”

在医院里，闫陕生帮助护士把许
老太太抬上 CT 室做检查，然后又帮
忙运回病房。今年他也 71 岁高龄
了，整个忙下来也累得够呛。晚上 9
点多，老太太的儿子赶到医院，闫陕
生才回家休息。

经过治疗，许老太太身体渐渐恢
复。邻居说，许老太太已经被她儿子
送回老家休养了。因为匆忙也没来
得及问联系方式，邻居们都还很牵挂
许老太太。

“现在想想还后怕，老太太的胳
膊紧贴着炉子，如果不是及时发现，
受伤更严重。”闫陕生感慨地说。

在众人感慨快速发展的时代让
人与人之间有些冷漠时，在新郑，却
有这样一幕温暖的邻里救援，温暖人
心、感动市民。

“这种带粉碎装置的收割机，
太方便了，而且玉米可以直接脱
粒，省事多了。”昨日，在新郑市
和庄镇小连楼村，新郑市农机推
广 中 心 召 开 了 2015 年 玉 米 机 械
化 收 获 演 示 会 ，玉 米 收 割 机 、花
生 收 割 机 、拖 拉 机 等 一 应 俱 全 ，
吸引农民及种植大户、农机专业
户前来观看。

演示现场，技术人员娴熟地操
作起互换割台式玉米收割机，短短
十几分钟，一亩玉米便收割完毕。

“这台机械通过割台互换，既可收割
小麦，也可收割玉米，经济实惠。而
且收获的玉米可以直接脱粒，用起
来很方便。”新郑市农技推广中心副
主任王全民介绍说。

“现在雇请劳动力越来越难、成
本越来越高，农业机械已经成为我
们这些种粮大户的最佳选择。”新郑
市原集村种粮大户白留德承包了村
里的 2000 亩土地，前几年靠着国家
购机补贴购置了两台收割机，尝到
了不少甜头，看到新型农机演示，他
表示准备再添置两台。

对此，王全民称，各种新型农
业机械深受种粮大户青睐，抱团
购买农机已成为新郑种粮大户的
新选择。

“我们通过调研、对比，向种粮
大户推荐符合新郑实际的、有资质
的大品牌农机具。眼下三秋即将到
来，新型农机展示可以让农民对新
型机械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我
们将派技术人员对种粮大户实行跟
踪服务，让新机具发挥更大效益，让
农民享受到政府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新郑农业机
械化程度。”新郑市农委副书记贾海
民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农机装
备结构、全面提升农机化综合水平，
新郑市根据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
点，重点推广新型机械，以购机补贴
为杠杆，以举办新机具演示会为载
体，大力推广适合新郑的农业新机
具。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俨然已成
为新郑市发展现代化农业和新农村
建设的助推器。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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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邻里伸援手 搭救80岁老太太

远亲不如近邻 新郑温暖再现

当时第一个发现许老太太的是
住在小院东北角的李鸿献的妻子，她
正准备去南边杨世繁家串门。

“4 点左右，我去老杨家路过许
老太太家门口，看到她正侧倒在屋
里，左胳膊紧靠着煤炉，炉上还热着
饭菜。我叫了她几声没答应，然后就
叫人来帮忙了！”李鸿献的妻子说。

听见呼叫声，杨世繁一家都赶了
过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老太太有
啥病，开始都不敢轻易挪动，怕对老
太太伤害更大，就赶快联系她的儿
子。”杨世繁说。

小院的居民告诉记者，大家找了

一圈也不知道她儿子的电话。于是就
联系了小院的负责人闫陜生，希望从
他那儿能找到联系方式，同时还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正在诊所治腿的闫
陕生赶了回来，但他那儿也没有许老
太太儿子的联系方式，二话不说带着
钱就赶往医院，并嘱咐邻居们如果许
老太太儿子回来了，让他赶快来医院。

附近的其他邻居也骑着车子到
处找她的儿子。直到晚上9点多，许
老太太的儿子得知消息才赶到医院。

原来是许老太太儿媳妇娘家有
人过世，儿子和儿媳都回家帮忙了，
所以才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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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下午4点左右，在新郑市步行街二中老
年师部活动室院里，一场众邻里搭救80多岁许老太太
的事感动着新郑市民。“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个小院里得以
真实再现。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参与救许老太太的众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