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谢谢老师，我以后会坚持学习

古筝。”6月 23日下午，召陵区翟庄
街道燕山路社区第一届古筝公益课
结束后，孩子们高兴地从老师手中
接过结业证书。

当天，来自市濦阳书院的老师为
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节古筝课。在老
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复习了在公益
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曲目。悠扬的乐
声在社区活动室飘荡，每个孩子都
认真弹奏。“经过学习，大家的演奏
技巧日渐娴熟。可以看得出来，一
些孩子是真的爱上了古筝。”老师胡
伟真告诉记者。

“学习古筝很有趣。我学会了《我
和你》《萱草花》 等曲目。如果有下
届，我还要参加。”“我特别喜欢胡老
师，希望有机会还能跟她学习古
筝。”……一节课结束后，老师为每个
孩子颁发了结业证书。接过证书，孩子
们既高兴又不舍。

据了解，今年3月，燕山路社区
第一届古筝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每周
一节课，教授内容包括古筝的历史、
弹奏技巧等。“今后，燕山路社区将
继续开展特色公益活动，丰富辖区未
成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助力他们健
康成长。”燕山路社居委主任李艳杰
表示。

古筝公益课 丰富孩子业余生活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古筝。

云翠山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向北约70米路
西，人行道上井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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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山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向北约1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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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炎炎夏日，如何点亮乡村夜生活？

如何让乡村文化“活”起来？最近，
郾城区商桥镇后甄村文化合作社给出
了答案。

每天晚上，这个村的桥头空地上就会
聚集来自商桥镇、裴城镇、台陈镇的近千
名群众。大家共同观看文化合作社的戏
曲、杂技等文艺表演，成为当地夏日乡村
夜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

6 月 25 日晚上 7 点 30 分，几名演
员搬来大鼓，正式开始表演。男女老
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搬来家里的小
板凳，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伴随着
一个个精彩节目上演，人群中不时传
出叫好声。

人群中，郾城区商桥镇移民新村申明
铺村村民马宏跃正在用手机直播。“我也
是后甄村文化合作社社员，每天晚上专门
负责演出直播。现在直播间的人气越来越
高了。”马宏跃告诉记者，一个多月来，
直播间的粉丝数量由几十人上涨到2000
多人。

村里没有文化广场，村民便自发在
桥头空地铺上水泥，建成露天表演舞
台。演员们的衣服和道具不够，社员
们就自掏腰包购买。“刚开始只想图个
乐子，没想到现在如此火爆！”后甄村

党支部书记甄自钦告诉记者，晚上能
在这个空旷的场地吹着凉风看表演，
别提多舒坦了。

以前的后甄村不是这样的。2022
年，郾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张丽静开始到

后甄村驻村。
经过调查走访，张丽静了解到，后

甄村有几名戏曲爱好者，但没有专业的
表演服装和道具，经常自己在家“练嗓
子”。于是，张丽静将村里的文艺爱好者
组织起来成立文化合作社。

后甄村文化合作社成立后，不仅吸引
了本村村民，还吸引十几名附近村子的文
艺爱好者加入，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现在，合作社社员已经发展到
50多人。

“我们先后参加了漯河市2024年民
间艺术大赛、漯河市才艺大赛等大型活
动，先后获得5次大奖。”后甄村文化合
作社负责人李会翠笑着告诉记者，在一
次次的表演和比赛中，合作社社员的技
艺大大提高。

乡村文化“活”起来 群众精神“富”起来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6月

23日，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
2024年漯河市戏迷擂台赛开始报
名，7月10日截止。比赛时间根
据报名情况而定。

2024 年 漯 河 市 戏 迷 擂 台
赛由市豫剧团承办，分为个人
演唱组，小戏、小品、折子戏
组，以及器乐组。其中，个人
演唱组分豫剧组和其他剧种
组，单人参赛，唱段时长控制
在 5分钟以内，鼓励彩扮表演；
小戏、小品、折子戏组2人以上
参赛，需说明主演和助演，时
间控制在12分钟至15分钟，鼓
励彩扮表演；器乐组自带乐
器，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报

名 方 式 有 三 种 ： 拨 打 电 话
0395-3935577 报名；前往郾城
区龙江路龙湖湿地公园漯河市
豫剧团 A16 房间报名；在“漯
河市豫剧团”微信公众号后台
留言报名。

值得注意的是，参赛选手须
为长期在漯河居住人员；在往届

“幸福漯河梨园情”戏迷擂台
赛、擂主争霸赛等赛事上获得一
等奖擂主不再报名参赛；有过专
业戏曲院团工作经历，但脱离工
作岗位3年以上的戏曲爱好者可
报名参赛，不接受专业院团在职
演员报名；70周岁以上选手报名
参赛时，须出示健康证明或由家
人陪同。

2024年漯河市
戏迷擂台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6
月 23 日，由河南省航拍协会主
办、南阳老界岭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的“老界岭”杯首届
河南省航拍十杰颁奖典礼，在
南阳老界岭避暑山庄举行。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
影家协会理事、市摄影家协会

主席栾根成等 10人入围“老界
岭”杯首届河南省航拍十杰名
单。

据悉，“老界岭”杯首届河南
省航拍十杰评选活动自2022年7
月26日启动以来，共有100余部
作品参赛。最终，经过激烈角
逐，栾根成等10人脱颖而出。

“老界岭”杯首届河南省航拍十杰名单公布

我市栾根成榜上有名

超级大乐透作为一项备受欢
迎的彩票游戏，不仅考验彩民的
运气，还考验彩民投注选号的策
略和技巧。今天，给大家介绍一
种胆拖投注选号技巧。

前区胆拖投注策略

在前区胆拖投注中，建议彩
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合适
的投注金额。小额投注可以降低
风险，同时保持参与感，例如：1
胆5拖，投入10元，适合初次尝
试或预算有限的彩民；1胆6拖，
投入30元，适合希望增加中奖机
会的彩民；2 胆 5 拖，投入 20
元，适合对某些号码有较高信心
的彩民。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彩
民，可以考虑更大胆的投注组
合，例如：1胆7拖，追加后投入
105元，适合追求更高回报的彩
民；2胆7拖和2胆8拖，分别追
加投入168元和210元，适合对
号码组合有深入研究的资深彩民。

后区胆拖投注策略

后区胆拖投注为彩民提供了
多种经济实惠的组合，让彩民在
不增加太多成本的情况下，增加
中奖的可能性，例如：1胆2拖，
仅投入4元，适合预算有限但希

望尝试多种组合的彩民；1胆3拖
至1胆5拖，投入分别为6元、8
元、10元，适合希望在后区号码
上有所作为的彩民。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1胆全拖 （1胆12拖）的
策略，仅需22元，相比全包后区
号码的 132 元，大大降低了成
本，同时保留了较高的中奖机会。

胆码选择技巧

选择胆码是胆拖投注中的关
键步骤，以下是三种有效的胆码
选择方法：

一是热区落胆：分析最近几
期的开奖结果，找出出号频繁的
热号区域，从中挑选胆码。二是
边缘捡胆：边缘号码由于其特殊
性，几乎每期都会开出2个至3个
奖号，是胆码选择的优选。三是
隔期追胆：通过分析上一期的开
奖号码，考虑号码的冷热、奇偶
等特性，选择可能在下一期出现
的胆码。 吴靖娜

超级大乐透的投注技巧

本报讯（记者 朱 红）近
日，家住市区大学路税务局家属
院的张先生告诉记者，6月22日
下午3点多，他86岁的父亲自行
坐轮椅途经长江路与乐山路交叉
口斑马线时不慎摔倒，无法自主
站起。

这时，101路公交车车长白
永杰驾驶公交车行驶到该路口等
红绿灯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白永杰迅速
赶过去与路过的送货小哥一起将
老人扶起。确认老人无大碍，两
人将老人推行到安全地带后便离

开了。
老人的儿子张先生十分感

动，说一定要找到两位好心人表
示感谢，但只找到了白永杰，至
今没有找到送货小哥。张先生
说：“我很遗憾没找到那位送货小
哥当面表示感谢，在此对这位小
哥说声‘谢谢’。”

据了解，白永杰 2013 年 10
月进入市公交集团，多次被评为
优秀车长，从未发生过主责以上
安全事故，在2023年度集团表彰
大会上获得“安全营运金方向
盘奖”。

老人摔倒 好心人扶起

←6月26日早上，源汇区马路街街道交通路社区户外晨读
活动正式开始，有40多名孩子参加。据了解，该活动将持续
一个多月。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6 月 26 日，源
汇区老街街道滨西社
居委邀请漯河水文水
资源测报分中心志愿者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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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霞
暑假将至。无论是“行万里路”，

还是“读万卷书”，都要牢记学生放
假，暑期安全不能放假。让孩子们度过
一个安全、愉快、充实的暑假，需要全
社会齐心协力为孩子们筑牢安全墙。

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
是各种危险高发期。学生们暑期在家
时间多，家长要多对孩子进行安全事
项的教育警示，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范意识，帮助他们提升自我
保护能力，避免和减少意外伤害事故

的发生。
安全无小事，教育须常态。学校作

为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暑假开始前要有
针对性地进行安全知识普及，让学生们
增强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暑
假期间，学校也要做好家校沟通，针对
不同学生群体开展暑期安全教育。班主
任和任课教师可以通过家访、打电话等
多种方式，畅通与学生及家长的沟通渠
道，做到暑期学生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
工作监督不缺位、服务不下线，为学生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学生暑假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幸
福生活，关系到社会的安全稳定，需要
全社会形成合力，大力营造暑期全社会
防范化解学生安全风险的浓厚氛围，
比如有条件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学
校，面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体育锻
炼、艺术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
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暑期托管
服务。街道、社区、妇联、工会等，
可以充分利用文化馆、科技馆、青少
年活动中心和社区活动室等社会资
源，免费提供各类托管服务，切实解决

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同时，要加
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教育关爱全过程
管理，完善结对帮扶制度，确保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暑期安全。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让学
生安全地度过暑假，以上三道“防火
墙”可能远远不够，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把安全知识“种”在学生、家长
的心里。让安全成为学生的日常行为
习惯，才能让学生在暑期尽可能不受
伤害，真正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和有
意义的假期。

让学生安全过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