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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民峰

本报讯 记者 7 月 15 日从湛
河区九里山街道获悉，近期，该街
道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

整顿无证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工
作，并下发7份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据了解，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注册、擅自开办的幼儿园及教育
培训机构，多存在安全意识淡薄、消

防设施不到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不高等问题，对幼儿的生命安全和
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为进一步
加强辖区内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
安全防范工作，从根本上预防涉园

重大案件事故的发生，确保校园及
周边良好的治安秩序，九里山街道
近期对辖区内小学、幼儿园、教育培
训机构、午托班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九里山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街道已经对 3 家无证幼儿
园、4家无证教育培训机构下发责
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提出整改意见
及期限。经整改达不到办园标准的，
将限期停办，直至依法进行取缔。

湛河区九里山街道：清理整顿无证教育机构

□记者 王春霞/文 张 鹏/图

客厅里摆着书画案，墙上挂满
了书画作品，卧室和阳台的书柜里
摆满了图书。7月13日，记者来到
位于市区长青路湛河区水利局家
属院的郑中信家中，扑面而来的是
满屋的书香。

上过私塾

从小爱读“三国”

电视柜上摆着一幅素描肖像，
是一位浓眉大眼的严肃老先生。
郑中信说，那是他为父亲画的画
像。1936年，郑中信出生于新华区
井营村，父亲郑应隆教了一辈子
书，小时候村里的孩子都在父亲的
私塾里读书。《三字经》《弟子规》
《论语》《孟子》等，郑中信都是在私
塾里背会的。

八九岁时，郑中信开始接触历
史小说，当时最爱读的是《三国演
义》，后来开始读《三国志》和《东周
列国志》。如今，他家的茶几下面
依然放着陈寿的《三国志》。除了
《三国志》，茶几下面还有《浮士德》
《中国人名大词典》《古文观止今
译》《新注唐诗三百首》等，这些都
是郑中信的最爱。

郑中信说，他最喜欢看的电视
节目是《百家讲坛》，讲到哪个历史
人物，他会随时查阅《中国人名大
词典》对照一下。

1960年，郑中信从郑州水利专
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郑州市水利
局工作。当时他最爱逛书店和旧
书摊，哪怕少吃一顿饭也要把喜欢
的书买回家。

记得一次在一家书店看到一
套古本《辞源》，当时的价格是 15
元，郑中信狠狠心买下了。要知
道，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30多块
钱，这本书花了他半个月工资。“不

过这本书真买值了，后来经常翻
看，从中受益很大。如果当时不买
才后悔呢。”至今忆起，郑中信这样
说道。

家中藏书上千册

不乏珍贵古书

父亲对郑中信爱好文学和艺
术的影响非常大。郑中信的父亲
楷书写得很好，而且还爱好藏书。
郑中信有很多古书都是父亲留下
来的。“父亲人品好，教过很多学
生，在当地很有声望，文革中他的
学生对他网开一面，这让他的部分
藏书得以保存下来。”

在郑中信的卧室里放着两个
书柜，他珍贵的藏书都放在这里。
郑中信做事精细，他的书都是分门
别类地放好，比如这一排是诗词
类，那一排是小说类。放在顶层的
一排最珍贵，全是一些古本，比如
《古文类篡》一套 6 本，带平仄的
《千家诗》以及《孙子兵法十家法
宝》等都是他父亲珍藏的，盖有“郑
氏家藏”的印章。如今，这些年代
久远的古书纸张虽已发黄，书边已
翻毛，但繁体小楷依然清晰，质感
强烈。

由于父亲偏爱书法，收藏了很
多古本原拓字帖，如乾隆年代的元
次山碑字帖、王羲之的字帖等。为
了更好地保存它们，郑书信请人定
制了木盒子，用来存放这些字帖。
有一套岳飞手书的前后《出师表》
拓本，他还找人精心装裱。

郑中信说，他年轻时读的书多
且杂，现在怕浪费时间，名著只看
一些短篇的，像莎士比亚的戏剧、
《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千零一夜》
等。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郑中信最
爱读的是一些与诗词书画有关的
书籍，他花重金购买了许多值得珍

藏的书画类图书，凡是他认为重要
的，就买下来。郑中信的藏书有一
千多册，放满了卧室和阳台上的书
柜。

郑中信笑言：“人家是积金以
遗子孙，我是积书以遗子孙。”让郑
中信略感遗憾的是，他的几个子女
并不热爱书法和绘画，无人继承他
的衣钵。现在他在着力培养孙子，
上小学的孙子常来跟他学习书画
艺术。

爱读晚报

总结出“两用三读一剪”

除了爱读书，读报也是郑中信
学习的重要来源。他自费订阅《平
顶山晚报》已有十多年，每天读报
是他的必修课。他还总结出了“两
用三读一剪”的方法。

郑中信解释说，所谓两用，即
报纸作为一种读物来用，看后还可
练习毛笔字，临摹字帖；三读，第一
读标题，对当天报纸内容有初步了

解，第二选择自己想读的内容，可
泛读或重点读，第三对重点内容进
行斟酌，看有无保存价值，有就做
个标记画上圈。一剪，是报纸存放
一段时间后，将原来做标记的重点
内容剪下来，积存到相当规模，分
门别类装订成合订本。

在郑中信的画室里，记者看到
了他制作的几十本剪报合订本，内
容绝大多数来源于《平顶山晚报》，
大致分为政风反腐、国防尊严、环
保文物、世态杂录、名人佚事、鹰城
才艺人、文化艺术、案件拾零、医疗
保健等多个种类。所有剪辑的合
订本都整理得有条有理，具有长期
保存的价值。

“我的剪报合订本已经做了
40多本，最近准备拿到鹰城广场
上展览，让大家也参观参观。”郑中
信颇为自豪地说。

郑中信在郑州工作10年后调
回平顶山，在当时的郊区水利局工
作，直至 1998 年从湛河区水利局
退休。退休之后，郑中信在市老干

部大学跟随名师研习绘画，技艺大
增。现在他是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2004年曾出
过一本诗集。由于对三国人物了
然于心，擅长书画的他还专门绘制
了25米长的100位三国人物画像，
并配以诗词述其故事。

一生读了很多书，值得反复
阅读的书郑中信依然首推《论
语》。他说：“孔子的思想是积极
乐观上进的，《论语》里不仅讲治
国平天下，也讲做人处事的道理，
对年轻人仍然有很好的教育意
义。”

书读得多了，自然就有了创作
的欲望。郑中信不仅出版过诗集，
还创作了曲剧《凤凰缘传奇》、散文
集《农舍漫记》《三国人物简志》等
60多万字的作品。

采访回来后，记者又收到郑中
信发来的短信，他用自编的一副对
联来诠释自己的人生理念：“践行
人生价值，不言巨细；拓展艺术天
空，追求远高。”

一生爱读书 追艺无止境
姓名：郑中信

年龄：79岁

职业：退休高级工程师

推荐书目：《论语》

郑中信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