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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景区雕塑遭人为破坏。人民东路与庐山路交叉口向东350米路北，
污水盖板移位。

泰山路与湘江路交叉口丽景苑小区，机动
车侵占消防通道 。

黄山路与淞江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公
交站牌损坏。

声 明
漯河日报社所属媒体对发布的原创新闻信息拥有合法版权，

未经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或引用，违者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节后餐饮业遭遇用工
荒》后续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2月26日，召陵区龙塘村广场，一

支舞龙队正在表演。记者在现场看到，
30多位老太太头戴红帽，身穿金色对开
绣花衣，脚踩大红色绣花靴，正在排练
舞龙舞狮等节目。她们手持一条九节龙
做出翻、滚、盘、跳等动作。在强劲有
力的鼓声中，一条彩色巨龙腾空而起，
时而盘旋，时而跳跃，看得人眼花缭
乱。舞龙阵势多样、造型新颖，赢得群
众阵阵掌声。

这支舞龙队由32名平均年龄70岁
的老太太组成，名为“民间艺术夕阳
红”舞龙队。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她
们便聚到一起舞龙舞狮锻炼身体。76岁
的郭桂花告诉记者，“民间艺术夕阳红”
舞龙队已成立34年了。村里每到过年、
过节都很热闹，民间艺术种类多，有踩
高跷、唱戏、杂技等表演。20世纪80年
代末，村里的老艺术传承人教她们学，
最后感兴趣的村民越来越多，大多都是

妇女。她们就寻思着组建了“民间艺术
夕阳红”舞龙队。闲暇时，她们就到村
广场舞龙、舞狮、跳舞，日子十分自
在，有时还会受邀到各地去演出。舞龙
之余，老太太们还表演推小车、扭秧
歌、挑花篮等民间艺术，最后清唱戏曲
小调作为表演结束曲。

“我们参加市里各种比赛，拿了十
多个奖项。奖项不重要，身体健康排
第一。我们老人也要快快活活的，该
玩儿就玩儿，该跳就跳。”74岁的杨美
蓝老人笑着说，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像
姐妹一样，舞龙讲究全体队员团结协
作，只有同心同德，才能舞得流畅漂
亮。她们希望还能多舞几年，也希望
有更多年轻人将老一辈的艺术传承下
去。

“这群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还能舞龙真
不容易。”村民杨丽说，舞龙和舞狮寓意
着欢乐、喜庆，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看
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文/本报记者 陶小敏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陈西村位于郾城区李集镇，因村民
们手工制作扫帚时间久远且产品供不应
求而远近闻名。近日，记者到陈西村，
看到村里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堆放着
制作扫帚的原材料，村民们正忙着制作
扫帚，一派忙碌景象。

51岁的李战伟是该村的扫帚制作大
户。在李战伟的记忆里，他10岁时，村
里家家户户就开始扎扫帚了，自己家也
不例外。在这种环境中，“看都看会了”
的李战伟20岁时开始自己动手扎扫帚。

“原材料用拖拉机从孟庙车站拉回来，扎
好后拉着架子车赶春会。那时候扫帚主
要是供应麦收，打场都离不了扫帚。”李
战伟介绍，村里的扫帚制作发展到今
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候主要是男的做，现在95%
都是女的在干；那时候一天最多做二三
十把，现在手快的一天能做100把，平
均也有60把；那时候各家各户自己进材

料、制作、售卖，现在是村里五六个大
户带领全村一起干，大户负责购买材
料、销售成品，散户只需要制作扫帚领
工钱就行。”李战伟回忆起年轻时腰里缠
着货款到浙江安吉批发原材料的场景时
笑了起来，“那时候进货都是现金交易，
钱没地方放，都是缠腰里，最多缠5万
元，一路上还担惊受怕的。”随着时代的
发展，货款逐渐通过银行或者手机支
付，极大地方便了村民。

据了解，目前陈西村的扫帚大多为
订单式销售，主要供应给我省及外省多
个地市，供不应求。对于李战伟这样的
大户，一把12元左右的扫帚，一年能卖
七八万把。

本村和附近村民不用出远门打工，
在家做扫帚就可以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村民孟秀莲今年70岁，她手脚麻利，制
作扫帚的各项工艺都熟练，是制作扫帚
的一把好手。在家制作扫帚，她不仅可
以照顾孩子，一年下来还有两万元的收
入，对此她很知足。

扎扫帚走出致富路
3月1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城区大队民警走进许慎实验幼

儿园，为同学们上“开学第一课”——宣讲交通安全知识。
见习记者 何 爽 摄

■本报记者 陶小敏
3月1日，新学期的第一天，

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四（四）班的
34名孩子都收到了班主任老师田
佳的特别礼物。

孩子们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
走上讲台，抽取粘贴在黑板上的
红包并打开里面的字条。“免写作
业一次”“免打扫卫生一次”“零
食一份”“值日班长一天”“免写
作文一次”等“惊喜”，让孩子们
满脸笑意。一些“惊吓”红包里
的“字词作业一次”“摘抄作业一
次”“当小老师讲课一次”等字
条，也让课堂充满欢乐。

田佳告诉记者，开学第一课开
展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在欢乐的

氛围中教育孩子。根据不同学生寒
假作业完成情况和寒假期间“三
自”教育（生活自理、学习自觉、
作息自律）的表现，田佳将红包分
为“惊喜”红包、“惊吓”红包和

“幸运”红包，并准备相应的“礼
物”。寒假作业完成情况较好的学
生，可抽取一个“惊喜”红包；寒
假作业完成情况良好的学生，可抽
取一个“幸运”红包；寒假作业完
成情况不太好的学生，则抽取一个

“惊吓”红包。
“这也是对寒假的一个总结，

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看到差
距，激励他们在今后尤其是寒暑
假，主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田佳表示。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月26日下午，源汇区文化馆与樊

登读书漯河运营中心主办的读书活动在
双汇广场字圣书苑城市书房举行。20多
名书友通过角色扮演、互动问答等形式
进行育儿知识交流。

为让阅读融入市民生活，源汇区文
化馆与樊登读书漯河运营中心联合，开
展线下系列公益读书交流活动。2月26
日举办了第一期活动，分享的书籍是
《在远远的背后带领》。这本书从不越

界、不评判、负责任、无伤害、一致
性、自我调整六个角度，道出了如何做
孩子喜欢的父母。

现场，樊登读书漯河运营中心相关
负责人王玉华女士先介绍了《在远远的
背后带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后结合
大家生活中常遇到的亲子问题，和书友
们采用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解决
问题。

“今天我扮演了写作业拖拖拉拉的孩
子，和我一起来的好朋友扮演了家长，

我们进行了模拟交流。第一次站在孩子
的角度上倾诉心声，并和其他家长交流
遇到问题时如何沟通交流。我们都更加
理解孩子了，也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
问题。”熊女士说。

源汇区文化馆工作人员李想介绍，
该活动计划每月举办一次，所选书籍主
要包括个人成长、家庭教育、传统文化
等内容。每期活动举办前，会提前一周
确定书目、地点，并在源汇区文化馆微
信公众号上公布。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为助力全民健身活动，丰富小区老年

人的文化生活，2月27日下午，市区兰乔
圣菲小区物业开展了“陈氏太极拳（小
架）进小区”活动。

当天下午5点左右，记者走进兰乔圣
菲小区，见到了正和居民交流的陈氏太极
拳第十二代传人陈静君。63岁的陈静君
告诉记者：“练习太极拳不仅能锻炼身
体，还能颐养性情。”陈氏太极拳 （小
架）集防身、健体、祛病、养生于一体，
并以其行云流水般的运动节律受到广大群
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喜爱。

随后，伴随着音乐《高山流水》，陈
静君带领着弟子和小区部分太极拳爱好者
打出了一套套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的拳
法，一招一式非常娴熟。

小区居民张阿姨对记者说：“我以前
对陈氏太极拳（小架）没有了解过，今天
学到了陈老师的拳法，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真是长见识了。”

■本报记者 杨 旭
2月 24日，本报以《节后餐饮业

遭遇用工荒》为题，报道了节后餐饮
业遭遇用工荒的问题。刊发当天，市
人社局便指派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与记者联系。在得到两家缺
工饭店经营者的联系方式后，工作人
员上门了解饭店的缺工原因和用工需
求，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其多
渠道发布招聘信息，吸引求职者前去
应聘。目前，两家饭店的缺工问题已
解决。

2月28日，记者再次采访了在市
区汉江路经营饭店的市民赵先生。他
告诉记者，节后后厨缺少人手影响了
正常营业，在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为
饭店发布招聘信息后，已招到两名员
工。“为他们的工作效率点赞，真是解
了我的燃眉之急。”赵先生说。

近期，市人社部门抓住用人单位
节后招工用工高峰和外出务工人员集
中返乡的时机，通过公共就业服务线
上、线下平台，在用人单位和求职者
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活动将持续
到3月底，有用人需求的单位可与市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联系。

太极拳进小区 助力全民健身

举办读书活动 营造书香氛围

开学第一课 老师发“红包”

■本报记者 朱 红
2月27日，一名女子跳河轻

生，路过的三名热心市民将其救
上岸。

当天下午1点多，市民李胜
勇、梁浩等三人饭后到河堤散
步。当走到太行山路沙河桥附
近时，他们看到一名年轻女子
神情不对，一直哭哭啼啼。接
着，女子走到河边，将外套脱
去 跳 入 河 中 。 三 人 连 忙 赶 过
去，一人跳入河中拉女子，另
两个人往上拽。但女子并不配

合，哭喊着继续要往河里走。
在三人的努力下，终于将该女
子救上岸。

当他们询问女子是哪里人，
想给其家人打电话时，女子哭着
说她吃了安眠药。三人急忙拨打
了“120”。等待过程中，三人轮
流抓住该女子的手腕，防止她再
次跳河。十多分钟后，救护车赶
到将女子接走。

据了解，该女子因家庭琐事
一时想不开，产生了轻生的念
头。目前已无大碍。

■本报记者 陶小敏
2月27日下午，在旺旺家缘

小区附近，一位年轻男子向女民
警康雯清连声致谢，感谢她帮助
走失的爷爷回家。

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两
点半左右，市公安局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分局民警康雯清在燕
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附近遇到
一位老人，老人拦住康雯清，

说自己找不到家了。见此情
形，康雯清先将老人搀扶到路
边，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询问
老人家庭信息。康雯清通过老
人的手机通讯录查找到其女儿
的电话，告知其父走失和其父
现在所处的位置。得知老人在
旺旺家缘小区居住，康雯清搀
扶老人回家，途中遇到了闻讯
赶来的老人的孙子。

■本报记者 陶小敏
2 月 28 日，丁女士联系本

报称，想向公交司机张燕君表达
感激之情。

丁女士说，2月9日下午1点
多，她乘坐106路公交车时，不
慎将平板电脑落在公交车上，晚
上到家时才想起来。她立即打电
话给漯河公交集团，由于时间太
晚，工作人员让丁女士第二天早
上去龙江路总站。

第二天，当丁女士来到龙江
路总站时，工作人员告诉她，106

路车长张燕君捡到了一个平板电
脑，并第一时间交给了总站。经
确认，此平板电脑正是丁女士丢
失的那个。拿到失而复得的平板
电脑后，丁女士感动地说：“很感
谢拾金不昧的张燕君师傅。”

搭建服务平台
解决用工难题

救跳河轻生女子

送走失老人回家

捡到电脑还失主

““民间艺术夕阳红民间艺术夕阳红””舞龙队正在排练舞龙队正在排练。。

村民们制作好的扫帚村民们制作好的扫帚。。

陈静君陈静君（（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带领小区居民打太极拳带领小区居民打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