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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翰墨丹青颂党恩，匠心巧手绘
“家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入社区居
民，由郑州市委社治委、郑州市文联主办，新
郑市委社治委、新郑市文联承办的“党旗红、
社区美”社区书画摄影展新郑巡展活动暨表
彰仪式在新郑市城市展览馆举行。

新郑市是本次巡展的首站，共展出作品
100幅，全部是获得郑州市级前三等奖的优秀
作品，其中新郑市有30幅作品入选本次巡展。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风格多
样、情趣高雅，充分展现了社区居民深厚的文
化底蕴，从不同角度热情讴歌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了新时代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面貌新成果。
据悉，自 5月份书画摄影征稿活动启动

以来，新郑市 67个城乡社区精心组织 500余
名社区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有年逾花甲的
老一代文艺工作者，有风华正茂的中青年文
艺创作者，他们用镜头定格社区建设新发展
新面貌，用笔墨书写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用
画笔描绘社区居民幸福生活的美丽画卷。

笔随时代，墨见精神。书法、绘画、摄影
爱好者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情以书言志、以画
寄情，为群众提供了一场文化艺术的视觉盛
宴，充分展示了新郑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和谐之美。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吕芳芳 刘栓阳 文/图

本报讯 10月9日，随着新郑市观音寺镇
十里铺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项目移交仪
式的举行，新郑市首个“国家森林乡村”的各
项发展又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几年，十里铺村从乱到治、从丑到美、
从脏到净，村里党员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付出
了许多心血，这里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
明星村。环境美了，村里要发展集体经济、谋
划产业项目，真正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有盼
头。”在移交仪式上，观音寺镇相关负责人王
朝辉表示。

十里铺村人居环境示范项目从2019年4
月份开始建设，总投资 1000余万元，包括混
凝土路面、彩绘文化墙、人工湿地、景观亭、游
园、苗木种植等工程，在10月9日当天予以验
收移交。

近年来，十里铺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构
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十里铺村位于新郑市西南约 5公里处，紧邻
103省道，交通便捷，这在历史上是新郑有名
的粮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绕村庄东侧而
过，为村子带来勃勃生机。2019年，在成功申
报新郑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后，十里
铺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村“两委”干
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全方位的人居
环境改善，村容村貌大幅提升，荣获新郑市首
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美誉。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十里铺村将逐步实
现通水、修路、安装路灯、植树、修建游园、广
场、景观亭、亲水平台等，同时在主干道两侧栽
种集观赏、绿化为一体的银杏、百日红、栾树、
木槿等各种树木 8000多株，使全村披满绿
意。村南面的沙土岗地和荒地已栽种经济林

500多亩，被打造成了果香四溢的经济林。
在村里漫步，记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屋

后都栽种了桂花、樱花、海棠等各种树种，形
成“一街一品”的独特景观。农户庭院内栽种
了白玉兰、石榴树、梨树、苹果树等，点缀着美
丽的小村庄。村庄东部则充分利用紧临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优势，建设 350亩绿化景观
带，修建景观路2000多米。

与此同时，该村完成村域内街道、巷道等
12条道路的整治硬化工程，铺设污水管道
12000米，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0%以上。修建
明暗排水沟长 3500多米，无害化厕所普及率
达 80%以上。还对湿地公园进行清淤加固，
使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实现了水清地绿。
2020年，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命名为全国第
一批、新郑市“唯一”的“森林乡村”村庄。

现在的十里铺村绿树环抱、碧水环绕，绿
色植被覆盖率达 85%，初步形成协调发展的
农村森林生态系统，正在朝着“环境优美、空
气清新、林茂粮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生
态文明新农村道路阔步前行。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轩宇 文/图

本报讯 七彩葫芦、婴儿摇铃
手机包、头饰,甚至防疫战士玩
偶，普通的毛线在李凤英的巧手
钩织下实现了无限可能。

65岁的李凤英是新郑市新
华路街道社区居民，在她家中
随处可见各种钩织出的装饰
品，将家点缀得很是温馨。屋
外的小菜园和花圃，则是李凤
英夫妇的“世外桃源”。半亩菜
园、满屋织品，构成了他们幸福
的晚年生活。

“这是端午节钩的一盘粽子，
这是七夕节钩的鸳鸯鸟，”李凤英
如数家珍，“别看这些物件不大，
但做一个至少需要一天时间。”她
告诉记者，钩织的原创过程是最
难的，因为每个作品都没有现成
教程，需要自己画图，反复计算钩
织的针数，出现偏差拆了从头再
来是常有的事。

每个作品完成后，李凤英都
会将创作步骤进行整理、记录。
如今，她已写满了一个笔记本，将
这些年的所有灵感都变成了现
实，有启蒙儿童的数字玩具，有送
给结婚新人的玩偶，还有十二生
肖娃娃……

李凤英钩织的作品除了涉及
日常用品和民俗文化，有一类是
她最为满意也是近期的创作重
点——家国情怀。“这一年，作为
老百姓，我看那么多人默默奉献，
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表示
敬意。”李凤英说着拿出自己创作
的防疫战士玩偶，她们身着防护
服，佩戴口罩。

“我还创作了一面国旗，横向
一共有 56针，代表我们 56个民
族。”李凤英说，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她专门创作了两个红军
的娃娃，用这种方式纪念共产党
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

一年前，李凤英加入了新郑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成为新郑
市妇联的一名义工，通过参与公
益活动，感受到了“众乐乐”的满
足。她到社区讲课，丰富居民精
神生活；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赠
送钩织的手套，送去温暖和关
怀；到留守儿童家中，为孩子们
送上钩织的发卡和头饰；到大学
课堂里，让年青一代感受手工艺
的魅力……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佳美 李杨 文/图

本报讯 近年来，观音寺镇菜
王村通过积极探索，摸索出了一
条新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以养
驴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在菜王村的养殖场内，一头
头肥壮的毛驴正在悠闲地吃草，
在该养驴基地，养殖基地总共 3
大排，每排驴舍30间。

2019年，在菜王村支部书记
刘红伟的带领下，该村开始养殖
驴，通过自繁自养，现在驴厂规模
达到248头。经过不断探索，养驴

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随着养驴的
规模不断壮大，菜王村流转了土地
用于种植新一代杂交构树，作为重
要饲料来源，可改善驴肉肉质，拉
长产业链条，直接增加养殖利润。

如今，该村还成立了驴肉加工
公司，不断拓宽养驴产业链，使特色肉
驴养殖业做大做强。这也让刘红伟
信心满满，他表示，今后将进一步
扩大养驴规模，带动更多的群众参
与进来，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丹

家门口的艺术

新郑这场视觉盛宴太赞了

李凤英（左一）在社区为居民现场教学

新郑市首个“国家森林乡村”又迈入发展新阶段

十里铺村绘就美丽农村新画卷

以养驴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观音寺镇菜王村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惊艳！
新郑“织女”
用巧手钩出桃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