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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场“百场文艺巡演进基
层”文化惠民活动聚焦基层，覆盖
全市；300场“百场演出送农民”
“共走创业路·同唱和谐曲”将传
统戏曲文化送到群众身边；1000
场“红色电影（宣教片）进基层”以
内容丰富的红色影视作品讴歌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征程。

联合优秀民营剧团开展
“送文艺进贫困村”文化惠民巡
演 70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举办戏曲、书法、摄影、剪

纸、舞蹈等免费开放培训班 40
期，培训学员3000多人次。

原创古风歌曲《莲鹤方壶》
登上河南卫视元宵晚会，编排
的舞蹈在全市广泛推广；原创广
场舞《溱洧踏歌》被收录入“我和
我的祖国”文化新生活全国广场
舞展演 100部推荐作品；精编
《宝莲灯》在河南省第十五届戏
剧大赛斩获（县、区级）文华优秀
奖、个人一等奖 2名、舞美设计
奖、导演奖等奖项。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充分发
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按照工作
部署，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决定自 6月 28日起，在全
市展开为期半年的优秀社会体
育指导员“走基层、送健康”志
愿服务活动。

启动会上，新郑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总站要求各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各健身站点，根据
实际情况，组织社会体育指导
员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
动，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主力军作
用，树立良好的公益服务形象。

活动开展以来，各队积极
组织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
其中。超越队深入新村镇公主
湖社区、轩辕总队到西城公园、

秋之约舞蹈队到小高庄广场，太
极拳协会走进乡村——薛店镇
雪集村，体育场健走队利用地理
优势在体育场，开展健身技能展
示、科学健身指导、健康知识讲
解等活动，把科学健身理念和方
法传递给广大群众，引领更多群
众加入到科学健身的队伍中。

“走基层、送健康”活动还
在继续，为扩大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活动人群，充分发挥社体
指导员、教练员、运动员、体育
教师、运动专家等的积极作用，
组织动员他们走进社区、学校、
农村，并根据各地需求，广泛普
及和推广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
项目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与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相
结合，与举办农村和社区体育
赛事活动相结合，吸引更多群
众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新郑教育园
区（龙湖镇）十七里河湿地公园
管理办公室组织人员对公园进
行了安全隐患排查绿地杂草清
理和基础设施维修保养工作。

目前，园内的木栈道正在进
行刷漆养护和全面检修，对存在
松动、腐朽等安全隐患的木栈道
依次排查维修，对部分墙壁、台
阶脱落的瓷砖进行更换修缮，并
在危险区域挂出警示标志，防止
游客误入。

在公园内，一处刚刷过油漆

的木栈道经过雨水洗礼后格外
亮眼。桥上红色的木栈道，两侧
茂密的绿色植被，勾画了一幅唯
美动人的夏日美景，引得游客拍
照留念。

“原来这木栈道上的颜色都
淡了，整个桥面有些陈旧，现在
木栈道和栏杆重新粉刷后，看起
来非常不错，拍出来的照片非常
美。”带着父母来湿地公园散步
的李女士笑着说。

截至目前，新郑教育园区
（龙湖镇）对十七里河湿地公园

内木栈道喷漆 1.3万多平方米，
粘贴瓷砖、地砖 300多平方米，
清理杂草 4.5万多平方米，每日
出动保洁人员、维修工、巡查人
员 40余人，车辆 8辆，全面强化
清扫保洁力度。同时，积极践
行“用脚步丈量工作法”，组成
专项排查小组，重点对防腐木
栈道、网红桥、窨井盖等进行多
轮地毯式排查，设立问题清单
进行销号处理，以实际行动全
力打造精品公园。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李英

新郑市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以创新发展为主线 推动公共文化惠民生
近日，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组来到新郑，对新郑市2021年度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现场考核。近年来，

新郑市牢牢把握创新发展的主线，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服务功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记者 杨宜锦 文/图

印发《新郑市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标准》《新郑市乡镇（街
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
准》和《新郑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办法(试行)》，
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
供制度保障。

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
长，宣传、文化、财政等各部门及
乡镇（街道办、管委会）分管领导
为成员，统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定期召开工作例会，统筹协
调、研究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存在
的短板。

定期组织人员检查全市村镇
两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作情
况，并根据乡镇月报送公共文化
服务开展情况资料，开展打分排
名工作，将打分数据纳入新郑市
人民政府每月重大专项工作综合
评比及每季度对乡镇进行的质量
发展“擂台赛”。

公共文化数字平台“郑韩文
旅云”，是新郑市推进“互联网+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
重要举措。

2021年平台用户数达 5.3万
人次，用户粉丝社群 6个，社群用

户1124人。公众号累计开展地面
推广 44次，开展志愿者地面服务
42次，地面服务覆盖人次超50000
余次。

2021年，共开展文化活动421
场，产生活动预约订单 7646个。

其中，文化直播活动开展69场，内
容涵盖戏曲演出、百场文艺演出
进基层、广场舞教学等，在线观看
人数累计380万余人次，尤其是辛
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直播观看
人数达13万人次。

新郑市作为郑州市文化合作
社试点县市，坚持以发展文化合
作社为主要途径，依托郑韩文化
的资源优势，推进了文化合作社
的高质量创新发展。

组织召开全市乡村文化合

作社建设动员会议，依托新郑
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优势，全面挖掘培养文化人才，
吸纳剪纸艺术非遗传承人赵
霞、民间书画家刘稚等进入文
化合作社，为文化合作社注入

专业力量。
轩辕大鼓文化合作社社长

李遂芹获得河南省“百佳村宝”
和“网红人气奖”等各项荣誉；举
办“寻找最美文化志愿者”活动，
挖掘优秀公共文化服务人员。

群众文化活动多点开花

数字化服务迅速发展

合作社建设出新彩

标准化建设成效好

■美丽新郑

“氛围感”满满

新郑这个公园“颜值”再提升

本报讯 为在全市营造用
“强国”、学“强国”、晒“强国”的
浓厚氛围，近日，新郑市交通局
以“学习强国”为抓手，以公交车
为宣传载体，精心打造“学习强
国”主题公交车。

主题公交车以“中国红”为
主色调，配以醒目的“梦想从学
习开始 事业从实践起步”“学而
时习之 不亦说乎”等宣传标语，
视觉效果亮眼，学习氛围浓厚。
同时，车厢内壁、扶手、护栏看板
等位置也张贴着“学习强国”

APP下载、注册流程二维码，方
便乘客实现流动学习。公交线
路贯穿城区、乡镇，站点多、覆盖
群众广、贴近群众，“辐射面广”
的公交车变身“学习强国流动课
堂”，让更多的人关注“学习强
国”平台，乘车的同时还能享受
精神盛宴。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经常
使用‘学习强国’听广播、看新
闻，我老伴也经常在‘学习强国’
平台学习做菜，内容特别丰富。
这次打造主题公交，看到乘客扫

码下载关注这个平台，坐一次车
受一次教育，感觉真是不错。”市
民陈先生说。

“学习强国”主题公交车旨
在深入持续做好“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宣传推广工作，打造设置
“学习强国”线下践学空间元素，
全面提升广大市民对“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的知晓率、关注度
和参与率，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
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敬宇 刘丽丽

公交换装“中国红”

新郑“学习强国”主题公交车上线啦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
“走基层、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
把科学健身理念和方法传递给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