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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北路与滦河路交叉口向南约 10 米路
东，窨井盖移位。

香山路与黄河东路交叉口向南约200米路
西，垃圾无人清理。

嵩山北路与沙北路交叉口附近，轿车乱停
乱放。

嵩山南路与金江路交叉口向南约200米路
西，雨水箅子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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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为

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
展进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
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敬业乐业的民族，必定是令人肃然
起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的社
会，难免被人诟病和轻蔑。

假期坚守岗位的李瑞芳就是我
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代表之一。

■本报记者 孙 震
近日，记者接到多名家长打

来的新闻热线，反映位于金山路
与黄河路交叉口昌建东外滩广场
三楼的一家艺术培训机构在未通
知家长的情况下突然关门，孩子
还有课没有上完。

记者随即赶到该艺术培训机
构所在地，看到虽然培训机构的
牌子还在，但大门已锁，透过玻
璃看到屋里已空荡荡。东外滩商
业广场招商营运部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该培训机构租赁的房屋是
业主房屋，8月11日已经退租。

潘女士告诉记者，她2020年
交了2600元，孩子学的是绘画，
按课时收费，共52节课，现在还
有19节课没上。9月26日，她通
过其他家长才得知该培训机构已
经关门。后来她联系上该培训机
构李姓负责人，这名负责人同意
将孩子转到昌建东外滩广场三楼
的另一家培训机构继续上课，但
课时变成了10节。无奈之下，潘
女士拨打12315热线投诉。

刘女士说，她2019年 12月
交了2560元，孩子学的是绘画和
口才。缴费时工作人员说，费用
是按课时收费。2019年所交费用
的课时还没上完，2020年11月她
又续费 1690 元。因为疫情等原

因，2020年和 2021年孩子基本
上没上过课。9月16日在微信群
里，她才知道该培训机构已关
门，孩子至少还有 20节课没有
上。她与该培训机构李姓负责人
联系上后，李姓负责人却说她当
初交的是年费，不是按课时收
费，早已用完。

随后，记者多次拨打李姓负
责人电话，无人接听。

10月12日，记者和家长代表
来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郾城分局
沙北中心市场监督管理所。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家长，近期
他们接到多名家长关于该培训机
构课时纠纷的投诉，也与李姓负
责人多次电话联系，但其拒不面
谈。前期通过细致、耐心的工
作，李姓负责人同意将部分家孩
子转到其他培训机构继续上课，
一些家长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
对一些还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家
长，他们将继续同李姓负责人沟
通。

按照省政府关于实施“互
联网+督查”的工作安排，省
政府办公厅设立省政府“互联
网+督查”平台，开通省政府

“互联网+督查”微信小程序，
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或意
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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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上牌 便民服务零距离

我市词作者刘贵生主创的《百年红船》
入选世界华语原创音乐金曲榜

■见习记者 刘净旖
为方便市民为电动车上牌，9月23

日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市区5个
主要路口的执勤岗亭增设电动车免费上
牌点。目前，我市已正式实施电动车登
记挂牌业务一段时间了，市区电动车挂
牌情况如何？市民上牌是否方便？10月
10日、11日，记者走访各上牌点了解情
况。

“您好！没有上电动车牌照的市民可
以在咱们警亭拿着证件免费上牌照。”10
日上午，在市区交通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附近，记者看到一名交警拿着小喇叭宣
传。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交通路与人民
路交警执勤岗亭，看到有不少市民前来
为电动车上牌。两名交警正忙着给群众

解答问题，办理电动车挂牌登记、发放
牌照。在现场，记者询问了电动车挂牌
的相关问题，执勤交警一一解答。据介
绍，证件齐全的市民来后，几分钟就能
办理好，并现场领到号牌，不用再跑第
二趟。

在泰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交警执勤
岗亭，记者看到，一些年纪稍大的市民
登记不熟练，交警耐心指导他们采集车
辆信息并登记。“每天挂牌的人很多。节
假日我们也没休息，就是为了给市民提
供方便。”一名交警说。

11日下午，郾城区龙塔街道淞江社
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社区从
10月1日开始在辖区内各个小区、街道
多举措开展电动车上牌宣传工作，确保
辖区居民知晓电动车上牌相关政策。

随后，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获悉，2020年12月28日到2021年10
月10日，我市累计挂牌422954辆，其中
普通电动自行车识别号牌（绿牌）44796
辆，临时电动自行车识别号牌 （黄牌）
378158辆。市交管部门提醒，没有上牌
的市民应尽快上牌，并呼吁驾乘摩托
车、电动车要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法
规，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传播
中华文化，倾听世界声音。”从10
月1日起，香港卫视文旅台播出了
系列礼赞伟大祖国的优秀原创歌
曲。由我市词作者刘贵生主创作
词、我省知名作曲人陈黎谱曲、国
内知名歌唱家周楠演唱的歌曲《百
年红船》入选香港卫视文旅台世界
华语原创音乐金曲榜。

《百年红船》的词作者是我市
76岁的刘贵生。他师从国家级军
旅歌词作家邬大为。2014年，在
大音中国音乐盛典中，他参加了
千名音乐人唱响庐山音乐大赛，
《家乡小河美》《三百六十五天思
念》荣获国家级两个银奖。2018
年，在漯河市市歌大赛中，他的
《漯河爱的家园》《漯河飞歌》两
首歌曲入选市歌评比。

多年来，刘贵生一边打工一
边创作，其作品《中国好人》《中
国梦》《家乡小河美》《泥土香》
等，曾荣获市级“五个一工程”
奖、省级群星奖、国家级作词金
奖等奖项。刘贵生也成为中国音
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大众音乐
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音乐家协会

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漯
河市作家协会会员和漯河市音乐
乐家协会会员。

“我这把年纪，幸运赶上建党
百年的历史大事。回顾国家艰难
的发展历程，我感慨万千，于是
下决心写一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歌曲。”10 月 12
日，刘贵生对记者说，白天他当
保安，只有在晚上才有时间构
思。熬了多个夜晚后，他才把满
意的稿子传给邬大为审改。几经
修改后，最终定稿。我省知名作
曲人陈黎看到《百年红船》的歌
词后，欣然为歌词谱曲。

“为了参加香港卫视文旅台礼
赞伟大祖国的优秀原创歌曲展播
活动，我和曲作者对这首歌进行
了二次创作，又邀请国内知名歌
唱家周楠演唱。他的演唱大气，
穿透力和共鸣感更强，反响更
好。”刘贵生说，“这首歌是我为
党的百年华诞创作的生日礼物，
现在通过香港卫视文旅台向全世
界播出，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
伟大的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的辉
煌成就，我很自豪！”

■本报记者 朱 红
10月11日早上7点10分，127

路公交车豫L05902D号车车长赵阳
在车上发现一个女士提包，及时上
交调度室。工作人员发现包内有3.3
万元现金、身份证、银行卡、医保
卡等物品。半小时后，一名女子赶
到调度室，询问有没有捡到一个提
包。经过仔细核实确认，调度室工
作人员和赵阳车长将包还给了失主
谢女士。

10月12日上午，谢女士告诉记
者，她的父亲生病住院，当天一大
早她乘车去医院缴费，没想到由于
太匆忙把提包忘在了车上。

“幸好遇到了赵阳车长，我非常
感谢他，为公交集团培养出来的优
秀车长点赞！”谢女士说。

一艺术培训机构关门 家长退费难

■本报记者 杨 光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乐！”10月11日晚，市救助站三楼
餐厅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救助站的
工作人员带着自己的孩子，正在为
滞留在这里的女童丹丹过8岁生日。

市救助站站长赵锦伟告诉记
者，丹丹的母亲李某是广西人。5
年前，李某带着丹丹和源汇区空
冢郭镇男子袁某同居，并生下两
个女孩。去年10月，李某失踪，
至今杳无音信。几经周折，9月

24日，丹丹被送到市救助站。经
过多方协调沟通，10月12日晚，
工作人员乘车把丹丹送到她的户
籍所在地广西。在离开漯河前，
大家给孩子举办了生日晚会，为
她送行。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柳世阳告
诉记者，丹丹聪明又机灵，在救
助站这十多天深受大家喜欢。工
作人员常带孩子来陪她玩，并给
她购买新衣服、食品、书和玩
具。

救助站里的生日晚会

10月12日，郾城区龙塔街道祁山路社区开展“我运动我健康 我参与我快乐”
重阳节健步走活动。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2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小高庄社区工作人员慰问社
区老党员。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李瑞芳：不平凡的坚守

■本报记者 孙 震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或外出游玩，

或回家探亲，但依然有人默默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用辛勤的劳动扮靓我们这座
美丽的城市。

10月5日，记者在源汇区老街街道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老街环卫

中心）见到李瑞芳时，她正在办公室值
班。45岁的李瑞芳先后在老街街道党政
办公室、残联办、综治办、城管办和环
卫站工作，现任老街环卫中心主任。

李瑞芳爱学习，业务能力强。在老
街环卫中心工作7年来，她的学习笔记有
一摞高。她不但自己学，还带领党员、
职工一起学，既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也
学习外地好的工作方法、经验。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环卫工人的
任务更为繁重。除开展垃圾容器、收运
车辆、公共卫生间、作业工具的消杀工
作，还要将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为打消我们心中的顾虑，李主

任带头学习病毒防护知识，实地查看居
家隔离小区环境，现场指导我们做好自
身防护、科学规范作业。每次居家隔离
人员垃圾收集作业前，她都会对同事逐
一检查，亲眼看着我们全身上下消毒、
穿上隔离服、戴上护目镜和口罩后，再
带我们开展作业。跟着这样的领导工
作，我们放心。”市级环卫标兵李艳萍
说。

2014年以来，李瑞芳连续6年被评
为“市环境卫生先进工作者”。2018年
度，李瑞芳被评为“两城同创先进个
人”，去年又荣获“漯河市模范市民”荣
誉称号。

■见习记者 刘净旖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
人。”关于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的传统
习俗，你知道多少呢?10月8日，记者
进行了走访了解。

敬老

市区五一路一家川菜馆的老板小张
是四川人，在漯河打拼5年了。小张
说，他媳妇是漯河本地人，他们平时和
岳父母住在一起。“在漯河的这几年，
我很少回老家。国庆期间，我把在老家
的母亲接了过来，一起过节。”小张笑
着告诉记者，自从到漯河打拼，就很少
陪伴父母。只要父母在身边，他就感到
很幸福。

在上海打拼的漯河小伙儿杨勇，已
经两年没回家了。他告诉记者，父母都
六十多岁了，自己因工作忙一年或者几
年才回一次家。但是，他每月都会给父
母发红包。“去年重阳节，给爸妈买了
按摩椅。漯河这几天降温，我在网上给
爸妈买了保暖衣，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
的心意。”杨勇说。

市区淞江路附近一家养老机构负责
人告诉记者，每逢重阳节，学生和爱心
人士来慰问老人，院里的大爷大妈都非

常高兴。他们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唱
歌，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
们充满了活力。

晒秋

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具有
极强的地域特色。每到农历九月初，在
漯河周边，人们都会把自家种的玉米、
小麦、芝麻等农作物在自家房屋前后晾
晒，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种传统的农俗
现象。家住舞阳县张庄村、今年85岁的
张建设说，村民晾晒农作物的特殊生活
方式和场景，逐渐成了画家、摄影家追
逐的素材，并创造出诗意般的美丽作
品。

赏菊

菊花，又叫黄花，品种繁多。漯河
自培自种菊花者不在少数。菊花又是长
寿之花，因此，每到农历九月前后，公
园或是景区常举办大型的菊展。菊花与
重阳节关系密切，因此，重阳节又称菊

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节花。

赶庙会

在漯河周边，赶庙会是最热闹不过
的。到了重阳节这天，四邻八乡的人都会
赶庙会。“那时，庙会要唱大戏。舞台
上，彩灯闪烁，演员们穿着鲜艳的服装晃
来晃去，豫剧的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
度。从搭戏台到拆戏台，从摆摊到收摊，
记忆犹新。”今年39岁，家住受降路的祁
隆说，重阳节这天逛庙会的人最多，因为
这一天是正会。街道两旁的商贩摊位一个
挨着一个：有玩具、水果、干果、糕点、
特色小吃等，孩子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
种感觉非常满足。吃完就开始玩，有蹦
床、小木马、套圈。老人们的心不在这
里，而在戏台上，他们把戏台围得水泄不
通，除了戏台后面，其他三面都坐满了。
老人是忠实的戏迷，坐在前面，听得认
真，中间是中年人和挤不到前面的老年
人。后面的人就只能站在三轮车上，伸长
了脖子或者踮起脚看，那种感觉很是令人
怀念。

重阳节的传说

重阳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
历史悠久。记者翻阅相关资料发现，重
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
期。在漫长的传续过程中，重阳节逐渐
成为深具中国民俗文化特征的重要节日
之一。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
花节、敬老节等。

家住郾城区沙北街道前周社区、今
年73岁的周纪安老人告诉记者，重阳节
来源于道教的一个神仙故事。东汉时
期，有一个叫桓景的人，对道家非常崇
拜，对道术更是沉迷。于是他遍访大
山，找到一个道观并拜观中一名老道为
师。桓景勤奋刻苦，老道对他很重视，
几年道术学得就很不错了。有一年秋
天，师父告诉他，农历九月初九务必赶
回家去，因为那一天有瘟疫降临在他的
家乡，并且师父教了他避祸的方法。桓
景回到家和家人团聚后，九月初九这一
天把茱萸香囊戴在身上，然后带父母和
兄弟姐妹登上附近的一座山，一直到日
落西山才回家。一进家门，桓景一家人
就惊呆了——家中养的猪、鸡、鸭、鹅
都死了。他突然想起师父对他说的话，
登山就是为了避祸，家禽替他们消灾
了。于是，重阳节登高的风俗很快在乡
间传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