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经典浸润童年
“唱着歌儿学古诗”公益·消

夏文艺汇演举行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韩蕾）“墙角数

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
来……”

10

日下午
6

时许， 一阵阵悠扬的
歌声从城区统一街附近的广场上传出。

由河区老城办事处鲍氏社区和信阳市
金声文化艺术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唱
着歌儿学古诗”公益·消夏文艺汇演正在这
里举行。

文艺汇演现场， 悦耳动听的节奏配着
耳熟能详的古诗， 引导着孩子更好地理解
古典诗乐。在经典的诗词、优美的旋律中接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洗礼。 参加此次文艺
表演的孩子均来自鲍氏社区， 他们热爱古
诗词，乐在其中。

据了解，为了弘扬传统国学文化，打造
特色服务，

2015

年
11

月，河区老城办事
处鲍氏社区联合信阳市金声文化艺术中心
把“唱着歌儿学古诗”这项公益活动带进了
社区， 社区内的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免费学习。

“这个项目自从引进社区后，得到了很
多家长的支持， 也引发很多孩子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 ”河区老城办事处鲍氏社区居
委会主任杨澄说，“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全面
发展，感受艺术，传承国学，社区还开展了
美术、唱歌、舞蹈等方面的学习活动。 ”

为了丰富暑期生活，让孩子走出“大宅门”，一些家长将孩子送至夏
令营，通过培训机构军事化的严谨管理，潜移默化的行为引导，以及意志
磨炼和心理疏导，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图为孩子们在商城参
加丛林大冒险。

首席记者周涛摄

别样体验

2016

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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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老党员自认社区帮扶岗
信阳消息（记者张勇）“我是

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一员，虽然离
休了， 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能离
休。 以后社区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让
我参与。 ”

7

日，

83

岁的老党员曹书
和对河区老城办事处义阳社区党
支部书记说。

曹书和有着
65

年的党龄，离休
前在我市一家医院工作。 长期的临
床实践和努力钻研，使他成为名医。

因良好的医德医风， 他多次被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离休后，他热衷于社

区公益事业， 成为一名社区党员志
愿服务者。

在今年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和“五个一”活动中，曹书和根
据个人情况认领了一个帮扶岗位，

与社区困难党员陈女士一家结成帮
扶对子。 陈女士一家三口是社区低
保户，丈夫罗先生身患癌症，儿子为
脑瘫患儿， 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陈
女士的身上， 一家仅靠低保金和她
摆地摊的收入生活。

7

日，曹书和与社区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一起来到陈女士的家中，为
她捐赠

1000

元现金。 曹书和说，作
为一名老党员， 这笔钱就算是他交
的“爱心党费”。 他对陈女士表示，以
后家里遇到啥急事尽管吭声， 他会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荩荩荩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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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刻不容缓
第二天，当道路和电力抢

通后，前来救援的县、镇领导
看到一屋子的老人安然无恙
时， 紧握张世德的双手感慨
道：“基层干部真是了不起，你
们真是群众的守护神，大山的
脊梁！”

滔滔洪水写忠诚，危难关
头映丹心。一户户搜寻，一个
个救援，一批批转移。在洪灾
面前，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没有
顾及自家的安危，全身心地投
入到抗洪抢险中。

“被困大坝两天一夜，断
粮断电，但我们成功将村民转
移了！” 身形瘦小的商城县长
竹园乡副乡长蒋与成还有这
样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至

7

月
1

日， 陈湾村累计降水量达
350

毫米， 想到该村一座小型
一类水库存在安全隐患，蒋与
成顾不上白天救灾的劳累，与

村支书等
4

名干部手拉手趟过
齐腰深的洪水通知住户转
移。转移完毕后，暴涨的洪
水把他们困在了大坝上。

“信号中断，电也没有，在把
水库管理房仅剩的干粮吃
完后，我们只好向附近一个林
场看护员那里借点面条。”谈
起被困，村支书何先明仍心有
余悸。

“救灾情况怎么样了，又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住院的
日子对于新县泗店乡分水岭
村支书张光桃来说格外漫长。

人在医院，心系群众，每天早
上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询问村里的救灾情况。洪灾来
临前， 胸口疼痛已折磨他多
日，但为了做好灾前预警和群
众转移工作， 他硬是咬牙坚
持。抗洪抢险、排除隐患，他强
忍疼痛奋战在最前沿。

7

月
5

日
下午，疼了近

10

天他终于挺不
住了， 在新县住院检查时，被
告知血管堵塞达

90％

， 需要紧

急转院治疗。

6

日下午在转移
到信阳市肿瘤医院后，张光桃
被推进了手术室， 心脏装了

3

个支架。

“手术后， 医生嘱咐他好
好休息，但他不是打电话就是
发微信问分水岭村的情况，劝
都劝不住。” 妻子虽心疼他的
身体，但清楚他的脾气却也无
可奈何。

“自己能解决的事情自己解决”

大灾无情， 人间有爱。无
论是洪水肆虐时的舍己救人，

还是转移安置的互助情谊，抑
或是灾后重建的自力更生，群
众自救无疑是此次抗击洪灾
的一支重要力量。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
邻”， 这句话用在新县箭厂
河乡老人王守全身上尤为
合适。

7

月
1

日早上
9

点多， 箭厂
河乡倒水河水位急涨，眼看河
水就要上漫。被困在河边地下

室的邻居老人王守全危在旦
夕，见此情形，做板材生意的
吴世勇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
自家财物，而是老人是否还在
屋内。 他一边大声呼喊老人，

一边往河下跑去。听到老人回
应后，他奋不顾身跳入水流湍
急的河中，巨大的水压难以将
房门打开，情急之下，吴世勇
用尽全力把防盗门扒开。

此时，水已淹到了吴世勇
肩膀，他们随时都有被冲走的
危险，抱住老人后，他费尽全
力往岸边走。 老人死里逃生，

但吴世勇停在河边的三轮摩
托车却被水冲走，仓库里的板
材也被淹坏， 经济损失

3

万多
元。 吴世勇顾不了那么多，在
和王守全的儿女取得联系后，

他才放心离开。

邻居嘘寒问暖，村干部亲
自来搭救灾帐篷，这样的温情
举动让商城县长竹园乡新建
村的王广银数度落泪。

6

月
30

日晚，一夜的狂风暴雨，王广

银和老伴几乎没敢合眼。辗转
反侧中，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
来，原来是邻居徐大军不放心老
人的安全， 让他俩去自家避险。

“王叔， 你们的老房子再下雨怕
是就要塌了， 你们来我们家睡，

明天白天我再帮你把东西搬出
来。”不由分说，徐大军扶起老人
就走。

第二天清晨， 王广银家的
土坯房后墙倒了一大半， 好在
他和老伴及时转移。 徐大军帮
老人把湿透的生活用品搬出来
晾晒。 村支书王应平得知这一
情况后， 迅速组织村民为王广
银搭建了一个救灾帐篷。“多亏
了村支书和大军啊， 要不然我
们老两口连命都没有了。”王广
银连声感谢，老泪纵横。

世界以灾祸吻于我们，我
们向其报之以歌， 这种拼命的
精神，这种本色的担当，这种互
助的情义， 在抢险救灾中绘出
了一幅幅人间真情责任道义的
时代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