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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我们村年龄最大的，最大的
叫刘全海今年已经 97岁了，他的儿子给
他买了一个脚蹬三轮车，没事儿时就骑
着三轮车到田间地头儿转转，也快该回
来了……”8月 23日，在新郑市梨河镇三
刘村村头，95岁高龄的刘遂喜和记者聊了
起来。听说记者要来本村采访长寿的秘
诀，不到 10分钟，在老伴、女儿、儿子的陪
伴下来了 26位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满面
红光80岁以上的老人。

在拍照排队中，时不时出现开心的小
插曲，“老赵头儿你挪挪，挡住我了”“你个
儿高站到中间更合适”“别笑掉假牙
了”……看着老人们满面红光的笑容，记
者赶紧按下快门记录下美好的瞬间。

李松恩的老二媳妇胡玉琳说，“我婆
婆今年已经 92岁了，给我们母女来一张
合影。”“你们不是婆媳关系，怎么说成母
女。”正在记者纳闷时，三刘村支部书记
柴松勤讲：“他们兄弟四个比着孝顺，都
是争着端吃端喝，老人轮到谁家都不想
让走。可是下一家不愿意了，会主动来
接的，李松恩把媳妇们都当成了自己的
女儿来看待。”

坐在一旁的80岁的侯凤莲与82岁的

刘建瑞是一对夫妻，从老人精气神来看根
本不像耄耋老人。在大家伙撺掇下，刘建
瑞有些“难为情”地搂住了侯凤莲脖子，两
个老人脸上再次“泛出”红光来，同时露出
了慈祥、幸福的笑容。

“是不是回来又想吃奶奶烙的油饼
了。”“你烙的油饼可香可香了，看着一
层层的馍花就让人眼馋得不行。”每逢
周末，市民高琼都要从市区回到村里看
望 83岁高龄的奶奶赵美莲。赵美莲看
着调皮的孙女说，“孙女和儿子们都很
孝顺，孙女们包了我一年四季的衣服和
零嘴。”在赵美莲老人的热情邀请下，记
者和村支书柴松勤品尝到了老人烙油
饼的手艺。

三刘村支部书记柴松勤告诉记者：
“要说我们村的长寿秘诀，其实也没啥秘
诀，这些老人多为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平
时喜爱劳动，年轻时劳动惯了到了上岁数
时都没有闲住过。再加上现在的政策好，
衣食无忧、儿女孝顺、民风淳朴、邻里和
睦，每天这些老人们过得是‘神仙’一样的
生活，开心快乐自然就长寿了。”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新村镇被授予
“河南省孝德示范镇”称号

本报讯 8月25日上午，河南省孝
文化促进会孝德示范镇（村）授牌仪
式在新郑新村镇梨园村举行。

近年来，新郑市抢抓机遇，苦干
实干，开拓进取，全市综合经济实力
跃上新台阶，城乡面貌发生重大变
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加快
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传统
美德和孝善文化，充分发挥孝善文化
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讲孝道、
重德孝、兴孝风蔚然成风，形成了“以
敬老、尊贤为荣，以互爱、互助为荣”
的良好社会风尚。

活动中，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向
新村镇授予“河南省孝德示范镇”荣
誉牌匾，向新村镇梨园村、裴李岗村
分别授予“河南省孝德示范村”荣誉
牌匾。

新村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把弘
扬德孝文化作为浸润乡风的切入点，
紧盯“一老一小”两个宝，持续开展孝
心温暖乡村，教育点亮未来等工作。
此次省孝文化促进会授予新村镇全
省德孝文化示范镇、示范村，不仅蕴
含着对新村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文明乡风的褒奖，更激励新村镇坚
持文化切入，孝善引领，继续探索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之
路。接下来，新村镇将继续以创建
“文明城市”“文明乡村”为抓手，不断
深化“以美德浸润乡风，用孝心温暖
乡村”系列工作。记者 杨宜锦

新郑市团市委
健康义诊进社区
服务群众暖人心

本报讯 为提高市民健康意识，
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8月28日，
新郑市团市委联合市公立人民医院
在润泰花园小区开展“关爱健康 情
暖社区”义诊活动。

活动中，医务人员耐心接待每一
位就诊的小区居民，认真把脉问诊，
就身体状况给建议、开良方，同时提
供免费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等服
务。针对居民咨询，医务人员现场进
行细致讲解，并在常见病、多发病的
预防，常用药品的服用方法、健康生
活方式的养成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
指导。

据统计，此次活动为小区居民免
费测量血压血糖 100余人次，接诊 30
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余份，
通过活动，增强了小区居民的健康意
识，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创建工作。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宋文艳

本报讯 8月 26日，新郑市开展 2020
年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
练，全面提升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
急处置能力，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演练先后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新郑新区管委
会天鹅湖畔小区等地，实地模拟了高校
返校学生张帅（化名），因发热、咳嗽被确
诊为新冠肺炎，从而开展的学校、医院、
社区等一系列应对突发性疫情的应急处
置演练。

本次演练，新郑市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充分调动医疗、公安、学校、社会等各
方面力量，设置了病例报告、紧急动员、
指挥协调、医疗救护、密接调查、人员转
运、信息排查、物资保障、隔离服务、核
酸检测、问题处置、工作督查等 36个场
景，全方位展现了新郑疫情防控指挥调
度、人员组织、隔离措施、应急处置等各
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演练中，各专项
工作组和成员单位联动协作，圆满地完
成了整个演练。演练让基层部门进一
步熟练掌握了新冠肺炎的诊疗流程及
防控应急处置方案，既规范了临床诊
疗，又进一步提高了全员对疫情防控的
实战能力，为进一步做好秋冬季疫情防

控工作积累经验。
随后召开的点评会上，会议要求，全

市上下要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加强调度，
加强管控，加强防范。思想上要有“慢不
得”的危机感，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切实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将疫情防控常
态化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行动上要有
“等不起”的责任感，做到真重视、快行动、

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推动“五有三严”工
作法落地落实落细；问效上要有“坐不住”
的紧迫感，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化解
在小，坚决打好打胜疫情防控常态化阻击
战、持久战，全力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 杨宜锦
新郑融媒记者 春霞 锐琦 文/图

新郑市开展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开心快乐自然就长寿了”
来看新郑市梨河镇三刘村长寿的“秘诀”

本报讯“我们村有四个自然
村，2100口人，80岁以上老人有
74位，其中90岁以上老人就有16
位。”三刘村村支部书记柴松勤告诉
记者。这个位于新郑市梨河镇西南
角的“长寿村”究竟有怎样的长寿秘
诀？带着好奇，记者驱车前往，探寻
这个村的“秘密”。

一周
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