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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路与井冈山北路交叉口向东约60米路
南，暖气管道排气异常。

巴山路与海河路交叉口向北约130米路西，
商户占道经营，影响通行。

沙澧河风景区京广铁路下穿桥涵西侧，台
阶破损。

桐柏山路与珠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80 米路
西，下水管道堵塞，污水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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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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楠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张楠：用心用情践行教育初心

■本报记者 姚晓晓
骆坡村位于源汇区问十乡政府东

两公里处，戏曲文化底蕴深厚，是远
近闻名的“梨园村”，素有“梨园骆
坡”之称。2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
骆坡村的文化广场，只见宽阔的广场
上，十几名戏曲爱好者个个精神抖擞
地在吊嗓子、排队形。

今年68岁的刘长久是骆坡村戏曲
文艺队的负责人。提起村里的戏曲文
化，刘长久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
村里的戏曲文化有 100 多年的历史
了。只要村里的锣一响，附近的村民
就跑着来他们村看戏。

“几十年前，俺村有好几个唱戏的
专业演员，方圆百十里地都很有名
气。受他们的影响，村里人从老一辈
开始就很喜欢戏曲。”刘长久说，二十
多年前，村里还有一个戏曲学校，周
围不少戏曲爱好者都来拜师学艺。

每年春节前后，是骆坡村戏曲文

艺队最忙的时候。队员经常受邀到附
近村庄演出，每次演出都能赢得满堂
喝彩，收获了大批粉丝。

尽管骆坡村戏曲文艺队只有十几
人，经常面临演出人手不够的问题，
可刘长久从不担心。“不是我吹牛，俺
村村民一直受戏曲文化的熏陶，吹拉
弹唱的能人很多，人手不够时，随便
拉出来一个就能上场。”刘长久自豪地
说，拉弦子、打鼓、敲锣的都是村里
的人，最年轻的30多岁，年纪最大的
已年近七旬。

记者了解到，除了骆坡村有文艺
队，问十乡其他行政村都有文艺队。

“有的擅长踩高跷，有的擅长舞狮
子，每个村的文艺队都有自己的特
色，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也成了弘扬文明乡风的主力军。”问
十乡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办公室主任
闫松梅说。

图片由闫松梅提供

梨园骆坡 戏韵悠扬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 2月
17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等组织开展的2021年度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
典型推荐名单公布，我市3个先
进典型入围。

我市入围的3个先进典型分

别是：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漯
河市“雅润”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漯河
市“心手相依，关爱失独家庭”
志愿服务项目，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漯河市源汇区马路街街道
八一路社区。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2月
23日，记者从市税务局了解到，
我市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延期征缴工作将于2022年2月
28日结束。市税务局再次提醒没
有缴费的城乡居民尽快缴费，以
免影响 2022 年享受看病报销待
遇。

据介绍，市税务局提供以
“掌上办”为主的多种缴费服务。

线上缴费平台有：“河南税务”微
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河
南税务”APP、“豫事办”APP以
及微信小程序“微税宝”“中原易
收宝”等。同时，我市保留办税
服务厅和银行柜台等线下缴费方
式。

未缴费的城乡居民可以在2
月28日前选择任何一种缴费方式
自行缴纳或者由他人代缴。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为维
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即日起
至3月31日，市消费者协会联合
本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线索。

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线索，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将对收

到的线索进行整理、归纳，针
对有价值的线索，开展调查。
对于典型案例，本报记者将进
行采访报道。

消费者可把相关线索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至漯河市消费者协会
邮箱 lhxxbgs315@126.com，也
可以书面形式邮寄或直接送到市
消费者协会。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为帮助学生学习，她自学高中课

程；为化解学生与家长的矛盾，她不
辞辛苦，多次走访……十几年来，张
楠一心扑在学生身上，践行教书育人
初心，受到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2
月21日，记者对张楠进行了采访。

张楠是漯河技师学院的一名教
师。记者见到张楠时，她正在办公室
备课。张楠身材清瘦，鼻梁上架着一
副眼镜，说话斯文有礼。目前，张楠
负责机械系公共课教学工作，同时担
任两个班的班主任。

为了更好地辅导学生，张楠利用
课余时间自学所有的高中课程。“除了
辅导学生学习，我还想通过自己的言
行影响他们，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张楠说。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
年，张楠所带班级学生本科通过率达
到95%。

为了带好班级，张楠坚持“四
心、三勤、两快”（对待学生用心、细
心、留心、有信心，作为老师脚勤、
嘴勤、眼勤，作为班主任处理问题
快、自己行动快）。在她的带领下，两
个班级越来越好，学生也越来越积极
向上。张楠的带班经验也在教师中推
广。学校还专门开展了“我向张楠学
带班”系列活动。

“老师最重要的是教学生懂得真、
善、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张楠一直将育人放在工作的第一
位。为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她通过
各种方法走进学生的生活，使用学生

常用的网络用语和他们沟通，拉近与
学生的距离。

张楠带的班里有一些学生来自单
亲家庭，还有部分是留守儿童，其中
一些学生和家长的沟通方式存在问
题。小明（化名）来自单亲家庭，目
前跟随父亲生活，父子关系十分紧
张。张楠多次与父子两人沟通后发
现，小明父亲认为小明过于调皮、没
有优点，小明则认为父亲只看重钱、
不懂得关心人。为改善小明父子的关
系，张楠把小明在校的优秀表现拍下
来发送给他的父亲，同时向小明讲述
父亲的不容易，建议小明体验父亲的
工作。小明父亲看到了小明的优点，
小明体会到父亲挣钱的不易，父子关
系变得越来越融洽。

由于表现突出，张楠多次被评为
漯河市教学标兵、优秀教育工作者、
优秀班主任等。

“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孩子们能
健康成长，是我最大的幸福。”张楠
说。

2月23日，由共青团漯河市委主办、市农村音乐教育志愿者协会承办的“留守儿童音乐课堂”公益课程走进召陵区老窝
镇庙王小学。志愿者现场指导孩子们学习古筝、笛子、电子琴等乐器。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本报记者 杨 光
通 讯 员 郭逍汉

2月18日下午，在漯河西站，
一位老大爷突然晕倒在车站前广场
花坛边。巡逻的武警河南总队漯河
支队官兵看到后，立即上前帮忙。
最终，老人转危为安。

当天下午2点50分，武警河
南总队漯河支队官兵刘壮壮和何仁
哲巡逻时，发现这位晕倒的老人，
就赶紧上前了解情况。“我们喊了
他几声，但他反应不明显。”刘壮
壮说，他们拿来军大衣垫在老人身
下，并通知执勤民警想办法联系老
人的家属。

过了一会儿，老人意识逐渐恢
复，能够正常交流。武警官兵和民
警把他搀扶起来，详细询问其身体
状况。经过询问得知，老人60多
岁，当天下午要乘车去武汉，中午
在广场花坛边休息时晕倒。半个多
小时后，老人乘坐的车即将到站，
武警官兵帮忙拿着行李，把老人送
进了候车大厅。

■本报记者 王 培
2月 22日下午两点多，李女

士送上大二的儿子到漯河西站坐
车上学。他们坐上107路公交车。
到了漯河西站下车后，李女士发
现儿子装身份证、学生证、核酸
检测证明等物品的包不见了。

“肯定是落在公交车上了。”
想到这里，两人赶到公交场站调
度室。正在值班的王素芬通过车
载电话联系到车长许焕。当公交
车停靠在一个站点时，许焕在车
内看到一位老人拿着像是失主丢
失的包，便上前询问。老人说不
是自己的包，许焕便将包保管起
来，回到场站时交到了调度室。

拿回失而复得的包，李女士
和儿子激动地连声道谢。“真是帮
了我们大忙！包里全是孩子的证
件，要是丢了就麻烦了。”李女士
说，当天下午，她儿子顺利乘车
返回了学校。

老人晕倒
武警救助

包落公交车上
司机帮忙找回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推荐名单公布

我市3个先进典型入围

骆坡村戏曲文艺队正在进行表演。

城乡居民医保征缴2月底截止

维护消费者权益 我们来帮忙
市消协联合本报公开征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线索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我市各个爱心粥屋陆续

收到了一批捐赠的花菜。这些花菜
除了各个粥屋分发使用，一些送给
了环卫工人、志愿者等。花菜的捐
赠者是一名做蔬菜批发生意的

“90后”小伙儿张俊男。
今年30岁的张俊男在伊诺中

原农产品交易市场从事蔬菜批发
工作。谈及为爱心粥屋捐菜的原
因，他说：“去年，我岳母在纬一
路一家粥屋吃完饭付钱时，被告
知这里免费向老年人提供早餐。
岳母当时很感动，就把这件事跟

我们讲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爱
心粥屋的事。为了表达心意，我当
时就向粥屋捐了1000斤包菜。”

纬一路爱心粥屋负责人李红
表示，他们这次本来是找张俊男
采购花菜，张俊男坚决表示不收
钱，无偿捐给爱心粥屋。自2月
20日起，张俊男已陆续向市区多
家爱心粥屋捐赠了约 4000 斤花
菜。“如果爱心粥屋有需要，我
还可以再捐 2000 斤。看到志愿
者这么有爱心，我很感动，就想
通过捐赠蔬菜表达敬意。”张俊
男说。

■见习记者 刘净旖
2月23日，市区兰乔圣菲小

区居民在物业办公室陆续领到每
户11.6 元的“红包”。这些“红
包”是小区物业杂物间租赁的收
益，共有1.4万元。1206户居民
均可分享这份“福利”。

“钱不多，但大家觉得很高
兴。”小区2号楼居民陈女士说，
发的钱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

过去都是业主交物业费，没想到
现在业主委员会主动给大家发钱。

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樊向阳
告诉记者，小区公共收益归全体
业主所有。业主委员会要当好全
体居民的服务员。

“目前，业主委员会把这笔收
益授权给小区物业发放。没有领
到的业主可以抵当月电费。”樊向
阳说。

2月22日，郾城区龙塔街道淞江社区向居民发放《“六防六促”聚
力建设平安郾城》宣传页。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小伙儿向爱心粥屋捐4000斤花菜

小区给业主发“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