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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曲协
获悉，中国曲艺家协会于日前正
式下文，授予新华区“中国曲艺之
乡 ”荣誉称号。这是继宝丰之后
我市的第二个“中国曲艺之乡”。

据介绍，新华区位于我市中
心城区，总面积63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32万。新华区曲艺文化
源远流长，曲艺种类名目繁多，河

南坠子、大调曲子、三弦书、鹰城
大鼓、评书、相声、小品等30多个
曲种在新华区广为流传。新华区
文化设施完善，我市工人文化宫、
青少年宫、矿工俱乐部、平声影剧
院、鹰城广场、湛河公园等文化基
础设施和重要演出场馆均位于新
华区。1995年和2008年，我市成
功举办第二届和第六届中国曲艺
节，主会场均设在新华区。2015
年10月、2017年6月，第一届和第

二届全国河南坠子大会均在新华
区鹰城广场举办。新华区依托市
文化艺术学校、青少年宫相声快
板培训基地、市工人文化宫曲艺
公益培训中心、平煤神马集团电
务厂职工曲艺培训中心、新华区
曲艺创作基地、鹰城曲艺社等曲
艺培训机构和社团，培育了一大
批地方曲艺名家、民间曲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保地域曲
艺文化持续发展。目前，新华区

有国家级曲艺家协会会员16人，
省级会员75人，市级会员120人，
活跃在基层的曲艺专业团队和演
出人员不计其数，涌现出了孙连
久、曹旭、崔银龙、魏方贤、张高
伟、陈习俭、古杨等曲艺代表人
物。新建成的鹰城曲艺社场地面
积700多平方米，可容纳150人，
广泛荟萃曲艺人才，挖掘传统段
子，注重推陈出新，充分展示曲艺
魅力，使鹰城百姓尽享曲艺大餐。

我市再增“中国曲艺之乡”
继宝丰之后，新华区获“中国曲艺之乡”荣誉称号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昨天，家住市区新建路
西段德福园小区的张先生向晚报热
线反映，新建路西段一“供水抢修”
围栏挡路半个多月，妨碍居民通行。

张先生表示，新建路本来就窄，
路边还停了不少车，这个供水抢修
围栏正好在拐弯处，会车困难，早晚
高峰道路更显得拥堵。“这围栏围了
半个多月了，很碍事。”

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新
建路西段道路南侧路面被5块黄色
的围栏围着，占据了道路的1/3，里
面有一堆土，上面盖着绿色的塑料
布，路面有破损。

随后，记者拨打了市自来水公
司客服中心电话询问，客服人员咨
询该公司管网管理处后表示，由于
此处地下水管网有暗漏点，修好后
路面尚未完全硬化，随后会通知施
工队尽快前去恢复。

围栏挡路半月
何时能拆除？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区五一
路和谐家园小区居民晁阳向本报
反映，他在市区一家饭店吃饭时
将自己的挎包忘在店内，饭店老

板捡到后完璧归赵。
晁阳说，9月18日中午12点

多，他与亲友到市区五一路砂锅
面总店就餐，期间将自己的挎包
放在餐桌上。饭后他开车到市区
姚电大道西段接妻子回家时，才

发现自己的挎包落在了饭店，包
里装着2800多元现金、驾驶证、
身份证、多张银行卡等物品。

晁阳连忙开车返回饭店。
饭店老板宋金钟经核实后，当即
把包还给了他，包里的财物原封

未动。
昨天上午，宋金钟告诉记者：

“这件事不算啥，捡到人家的东
西应当归还人家。客人拿到包后
说，要给我送一面锦旗，我说，免
了。”

饭店老板捡包还失主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平顶山博
物馆获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备案，
第三批国家二级博物馆名单公布，
平顶山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平顶山
分院）在列，成为我市唯一的国家二
级博物馆。

平顶山博物馆是我市第一座综
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54亩，建筑
面积3万平方米，现有中心文物库
房、“鹰城古韵——平顶山历史与文
化陈列”和城市规划陈列三大功
能。自2012年5月15日开馆以来，
接待社会各界参观者 400 余万人
次；馆藏文物3万余件，三级以上珍
贵文物2000余件；圆满完成公益、
政务、专题讲解共计3500余场，举
办“鹰城古韵”文化大讲坛、历史教
室等社教公益活动共计200余场；
举办临时展览19场；征集文物670
余件（套）；修复完成瓷器、陶器共
30余件，修复完成青铜器近百件。

平顶山博物馆先后荣获第十一
届（201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奖、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 、加拿大蒙特利尔室内设计金
奖。今年5月18日，平顶山博物馆
与河南博物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成立河南博物院平顶山分院。

平顶山博物馆入选
国家二级博物馆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84岁的刘玉兰大妈
不慎摔倒右胳膊骨折，做饭困
难。邻居、社区和市志愿者协会
志愿者接力为她送饭。昨天上
午，退休煤矿工人温馨驿站志愿
者何平说：“在退休煤矿工人温馨
驿站吃饭的多是老年人，口味差

不多，我不过是多跑个腿而已。”
刘玉兰家住新华区矿工路街

道民主街社区体育路 16 号院。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她家时，她正
在借助放大镜看书，右胳膊肩膀
处明显鼓起一个包。“摔伤一年多
了，不能做手术，只能让它慢慢长
好，右手使不上劲儿。”刘大妈说。

刘大妈的老伴早年去世，唯

一的女儿在南京上班，曾多次要
求她去南京，但刘大妈“水土不
服”，不愿去。去年8月，刘大妈
不慎摔倒右胳膊骨折，女儿回来
照顾了些日子后将其托付给亲
戚，并为母亲请了保姆。一个多
月前，保姆有事告假，刘大妈吃饭
遇到了麻烦。

半月前，社区得知刘大妈吃

饭靠邻居捎带着买后，联系退休
煤矿工人温馨驿站的志愿者孟桂
英给刘大妈送饭，孟桂英将此事
托付给了志愿者何平。

糊涂面条、小米稀饭……何
平每天骑着电动车给刘大妈送
饭。“这儿的饭可好吃了，又烂又
细又软，特别合我胃口。”刘大妈
说，“得好好谢谢这些孩子！”

老人摔倒骨折邻居志愿者接力送饭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目前正是防治虫害的
最佳时节，从昨天起，市园林处祥云
公园养护队开始对新城区行道树打
针治虫，补栽补种缺损绿化苗木。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祥云
公园看到，园林工人在一些患病的
国槐和白蜡树的虫害处注射药物并
将虫眼部分用胶纸封严，几棵国槐
的树干插着特殊“针头”。市园林处
祥云公园养护队队长方伟迅介绍，
目前正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和最佳防
治期，这种药剂主要预防蚜虫、天牛
等虫害。在祥云路上，园林工人忙
着往行道树上挂装“输液袋”。“这是
调配好的营养液。给这些大树挂吊
瓶，就像给人输液打营养针一样。”
方伟迅介绍。

近日，园林工人还将在祥云路、
福佑路、崇文路上集中补栽红叶石
楠、金叶女贞等各类乔灌木1万余
株，以消除道路沿线黄土裸露现象。

“园林医生”
为行道树打针治虫

□记者杨元琪/文李英平/图

本报讯 昨天，卫东区迎中
秋戏曲专场演出在市体育村文
化广场举行。

当天上午，市体育村文化
广场上喜气洋洋，舞台前聚集

了两百多名观众，参演人员在
后场“摩拳擦掌”。9点整，东
安路街道东苑社区红牡丹戏
曲表演队的豫剧《我爱平顶
山，我爱大鹰城》拉开演出序
幕，这部反映鹰城普通群众日
常生活的戏曲深得大家好

评。东高皇街道观上村的姬
香是位资深豫剧爱好者，她带
来了豫剧《绣花瓶》选段（上
图），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不仅展示了自我，还能为大
家带来欢乐，我感觉很有意
义。”姬香在演出结束后说。

演出还邀请了我市专业
戏曲演员进行现场打分，提
高了参演者的积极性。据卫
东区文化局负责人介绍，此
次演出的 20 个节目均由卫
东区各个街道的戏曲爱好者编
排。

卫东区迎中秋戏曲演出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