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农村麦秸秆、玉米秸秆随
处可见，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但是在新
郑市和庄镇郑庄村李玉民老人眼里，秸
秆却像宝贝一样。通过他的巧手，一根
根秸秆变成了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让人
爱不释手。

姿态优美的孔雀、傲然挺立的梅花、
机灵调皮的小猫……走进李玉民老人的
家中，他将自己近期创作的作品一一展
示了出来，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77岁的李玉民是一名老党员，也是
郑庄村的老支书。喜欢学习的他，退休
之后每周都坚持到新郑市老年人活动中
心学习书法和国画。在一次远程教育课
堂上，老师教授的是秸秆作画的内容，李
玉民老人被深深吸引，从此便一发不可
收拾。

李玉民老人说，秸秆作画成本很低，
但是工序复杂。首先秸秆的选择，一定
要选择品相好的，可以是燕麦秸秆，也可
以是玉米秸秆。选好的秸秆需要用硫磺
蒸一下，蒸好后晾晒，等晒干后再把秸秆
劈开，去掉里头的瓤，只留下表皮，接着
将这些表皮刮平才能用。

李玉民老人有一定的绘画基础，每
次创作前，他都会先把自己想要创作的
内容用笔勾勒出轮廓，然后再根据轮廓
去粘贴秸秆。他告诉记者，秸秆画看上
去简单，但是许多制作细节需要注意，比
如孔雀的羽毛、猫身上的毛等都是用剪

刀或者裁刀一刀一刀剪出来、刻出来的，
很是需要细心和耐心。

在作品的上色上，李玉民老人介绍
说，秸秆画的颜色其实大多是用熨斗烫
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也把这叫作“麦烙
画”，就是将自制的熨斗烧热，温度要适
中，在刮净的麦秆皮上进行碳化处理，颜
色要是想深一些，熨斗在麦秆皮上熨烫
就要慢一点；如果需要麦秆皮的颜色浅
一些，熨烫时就要快一点。碳化出来的
颜色则不会褪色，跟金属一样有光泽。

经过五六年的创作与摸索，李玉民
老人创作的秸秆画越来越精细、越来越
美观，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许多画
都被朋友和亲戚拿走收藏，这让他看到
了秸秆画的未来。他说，秸秆画是艺术
品，也是一笔财富，希望能有人跟他一起
学习创作秸秆画，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并且成为农家的一条致富路。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文/图

新郑七旬老人变废为宝

这样的秸秆画，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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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6日 21时，新郑市观音
寺镇永康新城社区一名女子拨打紧急救
援电话，称自己年幼的女儿被困车内，正
焦急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新郑市神鹰
救援队副队长李闯旺正好路经此地，利
用专业应急救援技能，两分钟成功营救
了被困车内的女童。

据李闯旺讲，当时他们一家三口正
在附近游玩，听到不远处的呼救声，便迅
速赶到事发地点。只见一名女子正焦急
地望着车内，女孩在车内大声哭喊着。
盛夏天气闷热，汽车处于熄火状态，如果
不及时营救，女孩有一定危险性。

了解情况后，李闯旺一边安慰女子
不要着急，一边想办法进行营救：“我是

神鹰救援队员，在等待救援的同时，我可
以尝试用专业救援技能打开门锁。”李闯
旺在路边找到一段细铁丝，利用专业应
急救援技能，很快就打开了车门。看到
车门被打开，女子不停地表示感谢，并拨
打电话告知亲朋孩子已经获救。随后，
李闯旺叮嘱女子，不能将年幼的孩子单
独留在车内，因为存在非常多的不确定
因素，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据了解，女子当时有事需要短暂
离开，就没有随身携带车钥匙，车内女
孩看到妈妈离去时，着急地试图打开
车门喊妈妈，却不小心触碰关锁键被
困于车内。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本报讯 清晨，当第一缕晨曦洒向
大地，新郑市洧水公园内就会有一支健
走队迈着矫捷的步伐走来，队员们跟着
节拍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喊着响亮的
口号，不时引来路人赞许的目光。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湿地公
园、主题公园、街头游园……越来越多
的公园建在群众家门口，让大家有了健
身游玩的好去处。

新郑市楠岸雅筑社区居民周继红
喜欢锻炼身体，经常参加健步走活动。
洧水公园建成后，每天早上到公园里健
步走成了她的必修课。在她的影响下，
附近的居民朋友也加入到了健步走的
队伍中。

“公园里水清、树绿，花开得也好
看，每天出来走几圈，挺好的。”周继红
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不影响居民休
息，她们的健走队选择每天早上到公园
打卡，“早上空气新鲜，走完下来感觉精
神倍儿棒。”

为了让队员们走得更科学、更健
康，周继红邀请了专业的老师教队员们
动作、要领等。他们这支队伍从最初的
几个人到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个人，教练

员、举旗员、后勤员、音响师等一应俱
全，加上统一的服装和标准美观的健走
姿势，已经成为洧水公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队员王书建是个大肚腩，患有三
高，经过半年的锻炼，肚子变小了、血压
血糖也都降了下来。“我们走路的时候
腰背要挺直、手肘微弯、膝盖伸直，步伐
大小适中，加上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对
身体都很有益。”王书建说，每天他和妻
子都会准时参加健步走。

在队伍后面，有一个年龄稍长的队
员，背有点驼，但他依旧迈着有力的步
伐。他叫高天林，今年 70多岁，家就在
洧水公园旁边的南街社区。自从在公
园里看到这支健走队，高天林就毅然加
入了队伍，四五个月下来，高天林说，自
己走起路来轻快了许多，早上锻炼锻炼
一天的精气神都可好。

看到在健步中大家伙儿都有所收获，
周继红十分开心，她说，感谢现在的好生
活、好环境，今后她要继续带领大家把身
体锻炼好，不给儿女和社会增添负担。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文/图

本报讯 一本书可以温暖一个人，
一间书屋可以温暖一座城。近年来，新
郑市悄然兴起的城市书房为喜欢读书
的人提供一个好去处，让市民更加便捷
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也为城市
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书香味道。

6月 26日，在博物馆旁边的城市书
房，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自助借还办证
一体机、移动还书箱等多种便民设施，
让更多市民就近享受“悦读”时光。城
市书房内，各类图书整整齐齐地摆放
在书架上，这里的读者大部分是放暑
假的孩子，他们正在翻看图书，寻找“精
神食粮”。

大学毕业的王永浩准备考研，他是
这个书房的常客，因为家离得近，只要

有时间，他就来这里看书、学习。
据介绍，博物馆城市书房藏书近

8000册，涵盖综合、政治、历史、哲学、艺
术、文学、少儿图书和绘本等，可满足不
同年龄段市民的阅读需求。和博物馆
一样的城市书房在新郑市一共有 3个，
其他两个分别是金芒果花苑城市书房
和第二社区城市书房，共藏书近 3万
册。这些书房坚持“紧贴群众需求、突
出地域特色、科学规划实施”的理念，每
天上午 9点开门，晚上 8点关门，线上+
线下的模式，提升读者的线上参与感、
体验感和新鲜感。城市书房正逐步成
为新郑这座城市里的一道亮丽文化风
景线。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朱得元

打卡幸福新郑

洧水河畔的“流动风景线”

来城市书房享受“悦读”时光吧
新郑女童被锁车内
救援队长两分钟成功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