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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优乐餐饮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503MA44D4GCXR），因
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兹有代钰莹购买的由信阳梁鸿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中梁壹号院 22 号楼 2 单元 1007 号
房产壹处， 其交付的购房首付款发票 （发票代
码 ：041001900105， 发票号 ：16063027， 金额 ：
226772 元），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兹有程勋伟、 黄明月之女程钰涵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在固始县妇幼保健院出生， 其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 Q410057048），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兹有丁广刚、 方莉之子丁亮于 2008 年 2

月 7 日在固始县胡族铺镇中心卫生院出生，其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411612438），之子丁博涛
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在固始县胡族铺镇中心卫
生 院 出 生 ， 其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M411612437），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丰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行
政公章壹枚 （编号 ：4115010013195）、财务专用
章壹枚、合同专用章壹枚，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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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兹有信阳圣世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

馨花苑小区，位于羊山新区新二十六大街与新三
路交叉口东南角， 由于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的调
整，根据有关部门要求，现声明原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411501 新 201500040 号）
作废。

信阳圣世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

剪纸课堂进社区 非遗文化入生活
本 报 讯 （ 记 者 韩 蕾 ）

“没想到我 还 能 剪 出 这 么 好
看的图案 。 ” “剪纸挺好的 ，在
家 没 事 的 时 候 也 能 练 习 一

下 ，感受剪纸文化 。 ”……8 月
17 日下午 ，在羊山新区南京路
街道南京路社区内 ，不少居民
正拿着剪刀 ，在老师的指导下
认真剪纸 ，感受传统文化带来
的魅力 。

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推动
信阳传统文化走进社区 ， 8 月
17 日下午，2020 年信阳市“千场
社区文化讲堂 ” 走进南京路社
区。活动现场，国家二级美术师、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许

煦，现场教学，带社区居民领略
剪纸艺术和魅力。

一张红纸 、一双巧手 ，在剪
刀的张合中，图案跃然纸上。 看
着在老师手中， 红纸变图案，居
民们的学习热情高涨，纷纷要求
现场跟老师学习剪纸 。 活动现
场，许煦带着大家一同追溯剪纸
艺术的由来及发展历程，深入浅
出地讲解我国传统的喜庆图案

寿字和喜字有千变万化的多种

剪纸效果，并手把手教居民如何
把传统文化寿字、 喜字剪好，极

大地激发了大家对剪纸文化的

兴趣。
“这个就是刚刚跟着老师

学的 ， 简单的剪了一个 ‘■ ’
字 。 ” “以前没有亲手去实践
过 ，这是第一次实践 ，还是比
较感兴趣的 。 ”“剪纸也是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会好好学
习剪纸的 ” ……活动现场 ，居
民们纷纷向记者展示自己的

剪纸作品 ，并表示 ，剪纸艺术
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这个活动
的开展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

传统文化 ，激发了大家对传统
文化的喜爱 。

王静蔚：孝老爱亲传承好家风

百善孝为先 ， 孝为道德之
本。在河区五里墩街道八一社
区，56 岁的王静蔚孝顺父母、和
睦邻里，乐于助人，在平凡的生
活中演绎着温暖的故事，常常被
邻里夸赞“这个媳妇儿真孝顺”。

虽然王静薇退休了 ， 但是
她的生活却没有闲下来 ， 每天
忙忙碌碌，为家人张罗饭菜 、洗
衣做饭， 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
婆婆。 虽然忙碌但王静蔚却从
没有怨言 ， 她笑着告诉记者 ，

“都是一家人，照顾婆婆是我应
该做的。 ”

87 岁婆婆因为年纪大卧床
不起，生活也不能自理。 虽然老
太太还有 3 个女儿，但王静蔚没
有推卸责任，她对姐姐们说，“你
们都各自成家了， 婆婆病了，我
不能不管，就由我来照顾吧。 ”

在婆婆瘫痪在床一年多的

时间里，王静蔚每天重复做的事
情就是给婆婆喂饭、擦身、抱婆
婆如厕。 每当婆婆如厕时，王静
蔚用“公主抱”的方式，将老太太
抱到马桶上，一天来来回回好几

趟。 婆婆在床上不能翻身，为了
不使其患上褥疮，王静蔚每天给
老人翻身、擦洗。喂饭时，婆婆吃
得慢，王静蔚总是耐心地用小勺
子喂老人吃饭。

自从照顾婆婆的那一天起，
王静蔚的夜里就没有睡过一个

整觉， 每天夜里起夜两三趟，抱
着婆婆如厕。 王静蔚的细心照
顾，让老太太感动不已，老太太
常说：“要是没有我的好媳妇，我
还真不知道怎么活呢？她就是我
的亲闺女。 ”

王静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

刻诠释了“孝”的含义，谱写了一曲
感人至深的“孝老爱亲”赞歌，她的
家庭被八一社区评为“文明家庭”。
社区主任郑玉琼告诉记者，“王姐
不仅言传身教，崇德以育人，为子
女树立榜样。 而且她还是社区优
秀的楼栋长，热心帮助邻里解决生
活难题，毫无怨言。 ”

邻居家不管谁有了困难，王
静蔚知道后都会伸出援手，她把
这些看成生活中最普通的事，习
惯而又平常。 她用自己的真诚、
善良和孝心换来了家庭的美满

幸福， 换来了邻里间的相处和
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文
明家庭的深刻内涵。

“我们都会有老的一天，照
顾老人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本

分，孝老爱亲，需要我们以身作
则，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教育方
式。 ”王静蔚说。

本报记者 李 倩

图为王静薇 本报记者 李 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