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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3日，新郑市召开 2023
年新郑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大对文体工作的要
求，准确把握新郑发展实际，梳理、整合文
体资源，推动新郑文旅高质量发展。会上，
新郑市公布了2023年文体工作重点，其中
强力推动全市公共文化建设，为老百姓提
供“订单式”“点单式”公共文化服务成为
2023年新郑市文体工作的“重头戏”。

健全公共文旅体设施网络。持续推动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全面推进图书
档案方志馆、乡村博物馆等文化项目建设；
加快文化馆、炎黄文化中心、临洧艺苑、城
市书房，以及镇、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提档升级。探索打造 3~5家非遗传习所，
建设 5条全民健身路径、4座健身驿站、29
个笼式足球场、9个多功能运动场。

探索打造文旅公共服务品牌。在百千
万文化惠民品牌的基础上，持续深耕本土
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文旅公共
服务品牌。在文化惠民方面，依托图书馆、
城市书房等城市文化地标，打造“黄帝故里
共享美空间”；在阵地服务方面，持续打造
“我在博物馆里画文物”“临洧艺苑”等品
牌，探索打造“三团三社”展演、“乡村文化
大礼堂”等品牌；在群众活动方面，持续打
造“华夏月‘郑’圆中秋诗会”“出彩新郑
人”“市民文化艺术节”等特色品牌；在文艺

创作方面，实施文艺精品打造工程，讲好
“新郑故事”。深化艺术创作与旅游产业的
融合，打造一批新郑特色旅游演艺产品；在
乡村文旅方面，持续打造“梨园戏曲新村”
等一批文旅融合品牌；在数字服务方面，优
化升级“郑韩文旅云”平台。

实施乡村文化空间提升行动。把公
共文化服务下沉到乡村日常生活空间中，
为老百姓提供“订单式”“点单式”公共文
化服务，同时引导、培育其形成健康的文
化偏好和习惯，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发
展成满足村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文化乐
园。在条件较好的镇级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进行设施“亲民化”改造升级，从空间

布局、氛围营造、服务提升等方面着力，打
造 3~5个镇级“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在每
个乡镇打造 1~2个村级“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探索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旅游服务中心等“多心”融合，将旅游
公共服务功能融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通过设施、功能、人员和服务的完善和
整合，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助力新郑乡村故事越讲越好。

会上，新郑市对2022年度文化体育工
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当天下午，邀请国内公共文化服务专
家进行了 2023年新郑市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培训会。记者 杨宜锦

“订单式”服务 精准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本报讯 3月 23日，在新郑市和庄
镇河赵社区，社区妇联主席李改红正在
紧张地筹备着非遗文化传承中心的布
展。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上千
个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布艺作品令人
心生欢喜，有虎虎生威的布老虎、有活
灵活现的生肖兔，还有寓意丰收的大南
瓜，做工精细，生动可爱。

河赵社区属于拆迁安置社区，群众
入住新家后，社区十分注重文化建设。
通过开展讲座、举办读书会、组建文艺
队伍等主题鲜明的文化活动，吸引不同
居民群体参与，群众的文化素养逐年提
高。该社区还定期邀请文化专家对社
区群众开展各种文化培训，特别围绕布
老虎、剪纸、香包、烙画、手编等中国传
统非遗工艺，组织有一定基础、热爱传
统技艺的群众参加学习。目前，河赵社
区已经培养出了20多名能够熟练掌握
非遗工艺的群众，社区也被郑州市文化
馆授予非遗传承基地。

2022年，李改红参加朋友孩子的
婚礼，带着自己平日里和社区姐妹们
一起制作的布艺靠枕、布艺玩偶等手
工艺品，给朋友孩子送去祝福。让李
改红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祝福不
仅让一对新人十分开心，就连参加婚
礼的其他亲朋好友也都对这几件手
工艺品赞叹连连。

这件事情给了李改红很大的启发：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传统的、富有文化
价值的东西，我们既然掌握了这门技
艺，就应该把它利用好，发挥它们的价
值。”在社区党委以及群众的支持下，李
改红决定将“非遗产业”打造成社区新
的经济增长点。

除了布置展厅，李改红还不断请教

相关专家，将即将推出的手工艺品分成
车载、家装、婚庆等多个系列，在材料选
择、细节提升等多方面下功夫，不断提
升产品的质量，让产品更有内涵。

“在流水线和机械化日益普及的今
天，我们要坚持最传统的方式，用严苛
细致的工匠精神，让古老的技艺焕发新
的生机。”李改红拿着一个布艺老虎告
诉记者，“在展厅内，光布老虎作品就有
上百个，但每一个作品都有自己的特
色。你看这个老虎，虽然只有巴掌大
小，但是在细节上我们和专家进行了多
回探讨。它的胡须是照着麦穗的样子
去设计的，眼睛做成了南瓜的形状，鼻
子做成了葫芦的模样，寓意五谷丰登。”

对于非遗文化传承中心未来的发
展，李改红目标明确，她要带领大家逐
步建立起“培训—加工—销售”一体化
的产业链条。“虽然我们已经有20多名
熟练掌握传统技艺的群众，但是这还远
远不够，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培训力度，
让更多有意愿、有兴趣的妇女群众加入
到我们的队伍中。”李改红说，她正在探
索将非遗故事、非遗文化融入产品生产
销售中。在销售环节，李改红计划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进行。目前，她利
用社区读书会正在培养一批面对镜头能
介绍能展示的姐妹，让她们掌握视频直
播的技巧，学习新郑特色文化、了解非遗
技艺，通过直播将传统文化传播给群众，
将手工艺品带给更多喜欢的人。

“下一步，我们要赶紧把商标、产品
的外包装设计制作出来，让非遗文化成
为河赵社区的名片，也通过这个产业的
发展让传统文化‘续’下去、‘活’起来。”
李改红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文/图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辖区劳动力就业
创业技能，增强就业稳定性，连日来，具茨
山管委会党群服务中心热闹非凡，“人人
持证 技能河南”职业技能培训 2023年
（中式烹调师）培训班在这里举行，来自辖
区内近50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特邀新郑市志成职业培训学
校老师，通过理论讲解和实际操作的方式
进行授课。培训现场，老师从菜品原材料
采购、调料搭配、食材烹饪以及刀工、配菜
等方面，向参训学员耐心地进行讲解。在
实践课程中，学员们跟着老师学习运用
切、煮、蒸、炸、炒等技能，做出一道道色香
味俱全的菜品。“在这里学习了几天，有理
论有实操，老师教得也好，收获很大。”参
训学员王红艳告诉记者。

听说有中式烹调相关培训，学员们都
积极报名参加，理论讲解加上实际操作，
学员们兴趣高涨，希望通过这种学习方
式，获得更多新技能。“培训后还给我们颁
发中级证书，掌握了一技之长，以后拿着
证书去找工作、创业都很方便。”参训学员
赵彩云说。

此次培训由新郑市人社局、具茨山管
委会联合举办，本着“实际、实用、实效”原
则，针对辖区居民及有意愿参加技能培训
的人员，为期11天。结束后，参训学员将
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取得资格证书。
培训班的开展切实提高了城乡劳动者就
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瑜洁 小虎 文/图

■助力就业

具茨山管委会举行中式烹调师培训班

■非遗传承

让传统文化“续”下去“活”起来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平安新郑建
设，回应人民关切，满足群众安居乐业
需求，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
纷的作用，3月 24日，新郑市人民法院
房产物业纠纷市区调解中心成立并举
行揭牌仪式。

房产物业纠纷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
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集中
领域。近年来，随着新郑市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房产物业纠纷案件呈高速增长趋
势，2022年已达5000件左右，成立市区房
产物业纠纷调解中心是新郑市法院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要举措，是解决群
众房产物业纠纷的重要阵地。

随着城市建设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
进，新郑市住宅小区数量不断增多，房产
物业矛盾日益凸显，物业纠纷案件体量
大、涉及人数多，逐渐成为影响基层社会
治理、降低人民群众幸福感的不稳定因
素。在此关键时期，新郑市法院成立房产
物业纠纷调解中心，是发挥审判职能、主
动融入全市社会治理大格局的关键环节，
是畅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的重
要举措。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左世友 王利

■平安建设

新郑市人民法院
房产物业纠纷市区调解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