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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我市 17名教育工作者获殊荣

信阳消息 （记者 李亚云 ）昨日，记者从市
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 17 名教育工作者以优异的
工作表现， 获得 2018 年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教育
管理人才的荣誉。

前期，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信阳师
范学院陈志勇、信阳农林学院郭桂义、平桥区第二
小学杨磊等 17 名教育工作者，严格按照选拔条件
和程序，经专家审核评选，从众多教育管理者中脱
颖而出，获得殊荣。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对河南省
教育厅优秀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工作，继
续关心入选人员的成长， 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做
好培养工作。 在科研经费投入使用、 学术活动交
流、 教研设备保障等方面为入选人员创造必要的
条件，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入选人员要
积极向上，戒骄戒躁，加强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在
教育实践中提升管理水平， 充分发挥优秀教育管
理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 在自身工作岗位和业务
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据了解，这些优秀教育管理人才在岗期间，省
教育厅将实行动态管理，5 年为一个周期，周期届
满时，省教育厅组织人员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合格
者，保留荣誉称号；不合格者，或有违法、违纪等行
为的，取消其荣誉称号。

信阳消息 （记 者 龚 立 堂

通讯员 晏乾坤 ） “潢川县驻郑州
流动党员党工委书记黄久生，甘心
做家乡 700 多位老人共同的 ‘儿
子’，农民工兄弟的‘亲人’，树立了
把助人当作快乐、把奉献作为幸福
的良好形象。 ”省委书记王国生 12
月 10 日在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
大会的讲话中， 对潢川县驻郑州
流动党员党工委书记黄久生等两

名劳动模范和道德榜样给予盛

赞，认为他们建功新时代，展现新
风采，弘扬伟大精神，引领社会风
尚， 为全省人民群众树立了道德
标杆。

黄久生是一个从小吃“百家饭”
长大的苦孩子， 18岁出门务工，穷
而思进， 从一名提灰搬砖推车打杂
的小工， 逐渐成长为建筑界技术过
硬的行家里手。他致富不忘本、常怀
报恩心，30多年来， 他的人生只有
一个主题： 报恩。 家乡父老养育了
他， 他要报恩； 共产党培养教育了

他，他要报恩。他始终把报答父老乡
亲和回报社会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

奋斗目标，特别是 2005年黄久生被
任命为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

部书记之后，更是以支部为“桥梁”，
充分发挥党员领头雁的作用， 为了
让家乡困难群众在奔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掉队， 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战
略之中， 持续不断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让青少年儿童“幼有所学”。近
年来黄久生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
家乡的办学和教育条件，让农村孩
子和城市孩子享受同样的均衡教

育。 2016 年，在家乡晏岗村援建了
幼儿园，解决了周边四五个行政村
120 多名幼儿的入学难题。从 2016
年起， 每年向优秀学生颁发奖学
金，对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并对
优秀教师进行奖励，形成崇教尚学
的良好氛围。

让青壮农民工“壮有所为”。黄
久生通过开办农民工夜校，发挥各

类工种技术能手的传、帮、带作用，
让家乡贫困户转移有门路、就业有
技术，出得去、干得好、留得住、挣
得多，达到“培训一个、脱贫一家、
带动一片” 的效果。 大别山区 1.2
万多名农民工兄弟因此端上“金饭
碗”， 每年可为家乡带回 3 亿多元
的劳务收入，大大改善了家乡贫穷
落后的面貌。

让鳏寡孤独老人 “老有所
养”。 每逢年节，黄久生都为双柳树
镇孤寡老人送去衣被、 米面和现
金，从未间断。 在双柳树镇捐款为
孤寡老人建了一所敬老院，除国家
的补贴资金外，其余费用由他个人
承担，并为老人们养老送终，做好
700位鳏寡孤独老人的“儿子”。

黄久生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道德模范，
当选为中共十八大、 十九大代表，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致富不忘本 常怀报恩心
王国生盛赞黄久生等河南劳动模范和道德榜样

让书香飘进城市每一处角落
陈沉

日前，市图书馆从中国盲文
出版社购进 300 台智能听书机，
用以服务于我市视障读者。这一
细微之举触动了人们心里最柔

软的地方，让这座城市的冬季变
得暖暖的。

每 一 个 人 都 有 阅 读 的 权

利 。 但对于视障者来说 ，因生
理缺陷而封闭在黑暗的世界

里 ，无法像普通人那样进行阅
读 。 城市图书馆作为一种公共

资源 ，理应满足他们的求知需
求 ，为视障读者打开绚烂的阅
读世界 。

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求给每一

个社会成员同等尊严、 同等权利，
特别是要对最困难的弱势群体给

予最大程度的关爱和扶持。为视障
读者提供智能听书机，更像是一面
镜子， 映照出城市文明的光谱，折
射出城市建设的底线思维与城市

治理的“善治”，在每位市民心头激

起共振。
让视障群体像正常人一样充

分便利地利用图书馆，真正实现无
障碍阅读，购进智能听书机只是迈
开了一小步， 今后在阅读资源共
享、读书活动开展、志愿服务等方
面还需要进行许多的探索尝试，只
要用点点滴滴的爱心为视障者点

亮阅读之灯，书香就能够飘进城市
的每一处角落，这座城市也一定会
拥有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精彩！
固始花挑舞走进全国高校课堂

信阳消息（记者 程云 通讯员 王亚运）近日，
信阳师范学院作为我省唯一受邀单位参加了在华

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非遗”进校园舞蹈课例展
示暨论坛活动。 该院冯燕老师的《信阳三花舞》入
选“非遗”进校园舞蹈课例展示，受到了来自全国
近 600 位各级各类舞蹈院和研究所的专家、 学者
及教师的高度评价。

据悉，冯燕老师的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人才
创作项目《淮水花挑情》入选开幕式“舞约岭南”全
国“非遗”舞蹈作品展演，她的《信阳三花舞》课例以
具有典型河南舞蹈风格的《固始花挑》舞蹈作为教
学课例进行了展示，系统全面的向观众展示了花挑
舞的风格韵律及技术技能，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舞
蹈动作与音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花挑舞俗称花挑子，源自固始县的民间舞蹈，
在固始县流传 400 年余历史， 广泛流传于江淮流
域。 固始花挑是信阳市独有民间舞蹈形式，经过艺
人们代代相传，加工锤炼，已成为江淮流域众多民
间舞蹈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是豫南地区民间舞蹈
优秀精品。 道具是一支细软而有弹性的竹制扁

担，缠以彩纸，两端各悬挂一只竹蓝，竹蓝外沿扎
满彩花。 表演时一女性担起“花挑”舞动，形成舞蹈
状态。 各乡镇均有表演“班社”，其中以蒋集为最。
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和朴素的审美

情趣。
本次活动不仅是冯燕老师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的重要结项材料， 也是该院首次以精品课程形式
参与全国性专项舞蹈教学研讨活动。

12 月 8 日，我市罗山皮影戏表演通过央视英语频道进行直播，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向
全世界的观众展现我市传统民间艺术魅力。近年来，我市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主题活动，持续加强保护策划和宣传指引，培养了一大批老中青“非遗”爱好者，厚植文化
土壤，不断繁荣我市文化事业。 本报记者 王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