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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年 12月 30日一大
早，新郑市龙湖镇古城村内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刚刚投入使用的党群
服务中心门口，几张桌子一字摆开，
桌前围满了老人。凭着身份证，老人
们人手一个红包，胸前也别上了大红
花，然后被工作人员引导就座，观看演
出。原来，古城村第一届敬老节活动
正在举行。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最美
不过夕阳红。”主席台上，古城村支部
书记卢全民饱含激情地说着，“改革开
放 40年，我们古城村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在座的各位老年朋友，你们为
古城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青春
和力量，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建立了光
辉的业绩，为我们铺就了继续前进的
道路！”

此次活动邀请村里305名66岁以
上的老年人参加，每位老人现场佩戴
红花、发放红包、观看演出，演出结束
后在党群服务中心参加集体宴会，宴
会结束后，参观村里新建成的村史
馆。活动现场，还有义诊服务。

卢全民表示，通过这次活动，让古
城村 66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一起叙旧、
沟通交流、回忆过去、畅想未来，关心
支持今后古城村的发展。同时也在古
城村掀起全民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
让老人们享受古城村集体经济发展带
来的红利，真正促进村级精神文明建
设，共建美丽和谐新古城。

今年 81岁高龄的罗爱云身子硬
朗，看着台上精彩的演出不时站起来
热烈鼓掌。她说：“以前是茅草屋、土
坯房，少吃无穿，累了一天回家做饭生

火还得半天。现在，家家户户是楼房，
厨房里都是电磁炉、煤气灶……”

今年 68岁的张桂花常年在外，此
次受邀参加村里的敬老节活动。她
说：“没想到村里的变化这么大，这次
回来，看到村里新建了党群服务中心、
村史馆，村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
丰富了。而且现在村里正在进行人居
环境改善工作，感觉村子是越来越美
了。古城村是我的老家、我的根，我们
老了，村子却越来越年轻，这种感觉，
挺好！”

活动现场，村里的5名爱心人士还
现场各捐赠5000元。村“两委”表示该
捐款将用于村内高龄老人、低保户、困
难群体等慰问工作，届时明细公开，接
受全体村民监督。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书军 文/图

本报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日快乐……”近日，具茨山管委会白
庙村委院内响起了生日歌，走进一
看，排舞的、练歌的、布置会场的，好
不热闹。不远处志愿者也一大早就
支起大锅、收拾出桌子，组建了临时
厨房，包饺子、做卤面，大伙都兴高
采烈，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让老人
吃上一顿可口的饺子。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意思是
说：父母的年龄，我们不可以不知
道。一方面为他们长寿而高兴，一
方面为他们衰老而担忧。汉字
“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部是一个不
全的“老”字，下部是一个“子”字。
老字不全，说明老人体衰，需要子女
撑持、子女敬老，方为孝。为进一步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孝道精神，具茨
山管委会白庙村为村内当月生日的

70岁以上老人集体祝寿。
一位位老人在子女的陪伴下，慢

慢走进院内，围坐在圆桌旁，边谈天
说笑，边欣赏由自己村上文化志愿
者带来的精彩表演，岁月的褶皱里
溢满了幸福。欢声笑语中，志愿者
帮着老人切蛋糕、端饺子，开开心心
的饺子宴正式开始了。“我又不是小
孩，你喂我怪不好意思哩！”一个孩子
坚持要给老人喂饺子，老人嘴上抱怨
着，脸上却笑开了花。

“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
的义务，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将传
统文化、孝善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
去。今后我们还将举办更多形式的
集体活动，团结村级力量，提升老年
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白庙村支部
书记张晓苟说。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本报讯 自从新郑市安监局和辛
店镇贾岗村结为“亲戚”帮扶其脱贫
后，该村的脱贫和发展问题就成了安
监局干部职工们操心的内容。为此，
他们尝试用多种方式为贾岗村注入活
力，文艺也成了“必备之器”。

2018年12月28日，新郑市安监局
联合辛店镇党委、政府等，在贾岗村文
化大院为贾岗村群众送去一场精美的

“孝善浸润 志智双扶”文化大餐。村
民们不出村就能观看节目。

冬日的寒冷也阻挡不住群众观看
节目的脚步，村民们早早地来到文化
大院等待演出的开始。河南省乡村音
乐厅、贾岗村文化艺术团带来的戏曲
《祖国大建设》《抬花轿》《一家人》及小
品《一家人》《恶婆婆》等节目个个精彩
纷呈。

圆润的唱腔、娴熟的动作、饱满
的表情、幽默的话语……不仅使在场
观众沉醉其中，还使他们在欢笑中明
白，脱贫不能等、靠、要，而要在党的
政策引导下用智慧和双手勤劳致富
奔小康。

当天，新郑市安监局和辛店镇政
府领导还到村里高龄老人户、重病户
或有残疾人的群众家里进行慰问，为

其送去生活用品，了解自开展驻村帮
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跟踪前期帮扶
成效，鼓励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实干
脱贫致富，争取早日踏上小康之路。
从“文化大餐”里受到启发，又得到
贴心鼓励，慰问对象们心受触动，提
振了精气神，表示要不等不靠，努力
实干奔小康。
新郑时报 李显文

红火生日宴 浓浓敬老情
具茨山管委会白庙村为七十岁以上老人过集体生日

新郑市龙湖镇古城村举办第一届敬老节活动

营造敬老爱老和谐社会氛围

文化大院秒变舞台
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文化大餐”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