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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学习借鉴新郑市梨河
镇成人学校在社区教育工作方面的成
功经验，4月 2日，汝州市教育体育局
组织教体局职教科、基层成人学校业
务骨干等 14人，到梨河镇成人学校考
察学习。梨河镇中心学校校长高志永
主持此次会议。

梨河镇政府副镇长、成人学校校
长高毅翠致辞，对远方的客人表示热
烈欢迎。近年来，新郑市先后获得了
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省
文明城市、平安建设先进县（市）等荣
誉。教育，是新郑的一张亮丽名片，曾
获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市、全国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地
区、国家级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
县、省职业教育强（县）市、省社区教育
示范区等荣誉；梨河镇先后获评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国家卫生镇、河南省百强乡镇、河
南省文明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校、河
南省生态乡镇、郑州市重点镇等。

梨河镇成人学校专职副校长李福
军做工作汇报。梨河镇成人学校先后
被评为“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县级工作
站”“郑州市规范性乡镇成人学校”“新
郑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新郑市成人
教育先进单位”等。2017年《传承太极
拳法，促进全民健身》荣获新郑市“最
受百姓欢迎的社区教育品牌项目”；
“梨河镇敬老院”荣获 2017年新郑市
“最受百姓喜爱的社区教育基地”。
2018年 12月荣获郑州市社区教育先
进单位。2018年“梨河镇新蛮子营文
化广场”被授予“2018年新郑市最受百
姓喜爱的社区教育基地”。这些成绩
令考察组成员啧啧称赞。

新郑市教体局成教专干、市社区
学院副院长陈红彦介绍新郑市社区
教育工作发展情况，让考察组对新郑
市成人教育有了全面的了解，新郑市
成人教育的名片深深印入了考察组的
心中。

考察组一行观看了梨河镇成人学
校新的校容校貌、10多个功能室、活动
展板以及七里堂村史馆，考察组成员对
梨河镇成人学校情况及活动开展情况
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汝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闫
景铂表示，新郑市成人教育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梨河镇成人学校的工作经
验，回去后一定要把考察结果认真疏
理，把新郑经验发扬光大，促进汝州成
人教育发展。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李福军 文/图

本报讯 4 月 9 日，新郑市委党校
2019年春季学期主体班在党校二楼会议
室开班。新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卫东
出席开班典礼。

开班典礼上，黄卫东说，全体党员干
部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培训
重要意义；要学思践悟，突出重点，切实增

强推动工作的能力；要端正态度，严肃纪
律，确保学习培训取得实效。就如何做好
新时代好干部，黄卫东希望，学员们通过
培训提升服务能力、执行能力、协调能力、
创新能力，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以更
高的素质、更宽的视野、更好的本领投入

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去，为加快建设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本期主体班共分为乡科级
干部培训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两个班
次，共有学员 100余人，将在党校进行为
期一个月左右的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
新郑时报 朱德元

本报讯 4月10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
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及新郑市黄帝故里景
区管委会、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联合
承办的“老家河南”黄帝故里百姓拜祖非遗文
化周活动拉开序幕，推动了黄帝文化向纵深
发展，让全民拜祖成为拜祖文化的新常态。

走进拜祖广场，刚刚荣获河南省首
届“孝贤之星”的50名代表正在进行集体
礼拜，来往游客也纷纷加入其中，感受着
庄严的仪式感。文化周期间，将举办“杰

出非遗传承人”“孝贤之星”以及“百万学
子”等集体拜祖活动。

在布袋偶的表演场地，市民里三层、
外三层看得津津有味。作为此项非遗传
承人的崔锁屯，说起这项一个人表演的
“独角戏”很是感慨。转眼间，这些传统
的民间手艺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它们
很多成了“非遗”、成了文化。今天，黄帝
故里与河南优秀非遗相聚，泥泥狗熊、葫
芦烙画黄帝像、叶雕黄帝像等集中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践行文化传承，
坚定文化自信，让中原文化展现出永久
魅力和时代风采。

据了解，此次文化周活动时间为4月
10日至14日，内容包括“百名非遗传承人
黄帝故里归宗”“河南省首届孝贤之星颁
奖典礼”“百万学子故里寻根研学起航”
“全国大学生根亲文化短视频大赛”“黄帝
文化 IP文创产品发布及研讨会”等。
新郑时报 李显文

“老家河南”黄帝故里
百姓拜祖非遗文化周活动举行

本报讯 4月 4日，在清明节来临之
际，为缅怀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
修，向一代文宗致敬，新郑市举办了己亥
年清明节欧阳修经典诵读活动。

本次经典诵读活动由新郑市辛店
镇政府、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
同主办，新郑市欧阳修公园承办。新
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金灿，新郑
市辛店镇镇长王燕，新郑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舒琪等参
加此次活动。

活动仪式上，与会领导敬献了花
篮。南阳欧阳氏宗亲理事会、安徽省宿
州市欧阳修文化研究会、新郑市欧阳后
裔等代表敬香。赵舒琪恭读颂文。

来自江西省吉安市朗诵与语言艺术
协会代表和新郑市高级中学的学生们一
起诵读了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

新郑是一代文豪欧阳修的归葬之地，
作为开创宋代文学史的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领导北宋诗文、诗风词风革新，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此次开
展诵读欧阳修经典名篇，向一代文宗致
敬，弘扬了欧阳修爱国、担当、廉洁精神，
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爱

祖国、爱家乡的热情，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新郑市举办己亥年清明节欧阳修经典诵读活动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具茨山苗家沟
的百亩牡丹花盛开得晶莹剔透，各色牡
丹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在春色下傲然展
示着灿烂的“笑颜”。附近慕名而来的村
民和游客徜徉在花海间，赏花、拍照，好
不快乐。“都说洛阳牡丹好，但是每年去
都只能看人从众，现在我们终于不用出
远门，就能在本地欣赏到全市面积最大
的牡丹花开盛景了。”游客们这样和同伴
讨论。

不过，即便是如此美艳动人、国色天
香的牡丹，也有被人嫌弃的时候。北宋
宰相王溥便曾在《咏牡丹》诗中用“堪笑
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笑言牡丹
空有其美却不实用。然而，近年来，随着
科技的进步，生态高效农业发展得风生
水起，“花海经济”让不少地区的村民尝
到了甜头。牡丹也早已不是北宋时的模
样。对于苗家沟的群众来说，牡丹不仅
仅用于观赏，更是富裕他们钱袋子的“致
富花”。

新郑市郑国药用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振炎说，油用牡丹浑身是宝，根可入药，
花可做茶，籽可榨油。在种植油用牡丹
的同时配以一定数目的观赏牡丹、芍药
等，延长赏花期，便可在绿水青山间打造
“富贵花谷”，吸引更多游客的同时，延伸

牡丹产业链，通过产品原材料销售和深
加工，让更多农户因牡丹而花开富贵，增
收致富。

“我们苗家沟地处山区，多山地、丘
陵，地薄，油用牡丹种植随地就势，对生产
管护技能要求也不高，我们完全可以种。
同时牡丹籽炼成的牡丹籽油，更是油中贵
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90%以上，尤其难
能可贵的是其中多不饱和脂肪酸——亚
麻酸(属w—3系列)含量超过40%，是橄榄
油的140倍，250毫升的牡丹籽油，市场卖
价就高达350元，收入非常可观。”苗家沟
支部书记郭喜林说，“在点缀美丽乡村的
同时，也让昔日的富贵花变成村民脱贫
奔小康的致富花。”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朱德元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新郑市委党校2019年春季学期主体班开班

具茨山苗家沟百亩牡丹花盛开
吸引游客观赏

汝州教体局到新郑市
梨河成人学校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