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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德化街地处二七商业核心
区域，如何探索破解“城市病”难题？该
街道给出了回答：用“绣花精神”加强城
区管理。

近日，针对辖区城市管理中存在的
热点难点问题，德化街街道坚持问题导
向和精准施策相结合，多次召开城市精
细化管理工作专题研讨部署会，制订
详细实施方案。成立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时间节点，用
“绣花精神”加强城区管理，巩固文
明创建成果。街道将紧紧围绕为辖
区群众打造安全、整洁、有序、文明
城市环境这一目标，不断探索城市
“脏、乱、差”长效治理机制，力促城
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记者 范光华
通讯员 郭红霞 文/图

泥塑艺术是我国一种古老而常见的民
间传统艺术，2017年入驻樱桃沟艺术园区的
陈幻，便是这样一位泥塑艺术的忠实爱好者
和传播者。陈幻是驻马店汝南县人，1997年
到郑州市文化馆的雕塑壁画院工作，也是在
这个时候，她对传统文化一见如故，除了学
习陶艺、雕塑，也学习书法，既是内心的热
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探寻。

2006年她的雕塑作品《伙伴》入选北京
奥林匹克公园雕塑设计展；2007年雕塑作品
《涵》入选河南省第三届青年美术展；2008年
雕塑作品《如歌的行板》获探索·创新中国中

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二等奖，雕塑作品《孩子
不哭》入选郑州市抗震雕塑展并被四川建川
博物馆收藏；2009年雕塑作品《寻》《寂寞的
夏》《风起时》等入选郑州市铸铜小雕塑展。

2011年是陈幻雕塑艺术前进道路上的重
要转折点，怀着对雕塑艺术的憧憬以及热爱，
非科班生的她努力考上入了西安美术学院雕
塑艺术专业研究生。三年里她如同海绵吸收
着艺术海洋的温润。其间，陕西特色浓厚的
文化潜移默化滋养了她，也给她的泥塑作品
铺上了陕西民俗色彩。

对于传统文化，她觉得既要继承，也要破旧
立新，她手中的泥塑作品，就开始融合了一些现
代的审美思想，加上了她自己的艺术表达。

在樱桃沟艺术园区的工作室里，她常常
一待就是一天，安静的环境，纯粹地创作，她
说很喜欢这种状态，对她而言，是一种释放，
也是一种修行。2016年以来，她更多地专注
于佛像的传统泥塑制作，工作室里陈列的各
样佛像泥塑，形神兼得，让人心生敬畏。这
些作品都一一摆放在她从旧货市场淘来的
旧桌、旧柜上，她觉得这些老物件也是一种
历史的传承。 记者 景静 文/图

本报讯 7月13日，解放路街道在辖区
金博大广场开展“做新时代食安卫士、争
当食安先锋”宣传活动，加强商户责任心，
坚决打好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攻
坚战。

本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品、悬挂宣

传条幅等多种方式进行，加强辖区商户
和居民的创城安全意识。共发放宣传页
1000份、垃圾桶 500个、肥皂 500块、香皂
500块、毛巾 500条、刷碗布 500条、牙膏
500多支。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黄建霞

本报讯 7月17日，二七区淮河路街道
路砦社区春雷新时代传习点在“春雷工作
室”正式揭牌。这是该街道继连心胡同、社
会组织新时代传习站、绿云小区新时代传
习广场外，建设的又一处党的创新理论宣
传宣讲阵地。

“春雷工作室”是以“中原好同学”朱春
雷为引领建立的以文化课业辅导、阳光心
理咨询、志愿精神传承为主要内容的青少
年服务阵地。自工作室建立以来，已为辖
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咨询等服务
百余人次，路砦社区以朱春雷为带动成立
的“春雷志愿服务队”在扶弱济困、助老助
幼等服务领域取得新进展。

路砦社区春雷新时代传习点是以“春
雷工作室”为依托，在街道“新时代传习所
—传习站—传习点”传习体系下建立的集
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党群力量、倾
听社情民意、文化传承、检验学习成果、党
员评议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传习点将党

的创新理论课程与工作室原有的课业辅导
等课程相融合，旨在通过春雷精神的引领，
带动辖区新一代青年尽己所能，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争做出彩河南人。

揭牌仪式中，“中原好同学”朱春雷受
邀成为传习点首批讲师，并现场授课，他以
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十九大精神的深
刻解读。同时通过自身实例与参与活动的
青少年沟通交流了学习感悟，鼓励辖区青
少年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街区经济社会发
展，共建和谐美好家园。

“‘春雷工作室’是辖区志愿服务的一
面旗帜，‘中原好同学’朱春雷是志愿服
务的先锋人物，将新时代传习点建在工
作室，就是要以这种精神凝聚辖区更多
的党员群众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用实
际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生活更
美好、社会更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淮
河路街道负责人说。
记者 范光华 通讯员 鲍旭源 文/图

淮河路街道新增一个新时代传习点

“春雷工作室”开新课啦，一起学习吧

德化街街道
用“绣花精神”管理城区

铭功路街道 讲党史故事 读中华名篇
本报讯“我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村妇联主任和大队长做起，受党教育几十
年，从不敢忘党恩，能为群众多做点就多
做点。”82岁老党员董秀兰说。

7月 6日，铭功路街道开展了“讲党史
故事，读中华名篇”专题活动，160余名党

员干部群众参加。活动邀请董秀兰讲述
她“鞠躬尽瘁为群众，无私奉献创和谐”的
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街道希望通过该
活动，教育党员干部切实做到思想上尊重
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凝聚群众、
行动上服务群众。 记者 范光华

解放路街道 做新时代“食安卫士”

位学伟：在古琴中寄托梦想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
琴，是中国的传统乐器，至少有3000年历
史。说到古琴，很多人想到金庸笔下的
曲洋，一曲笑傲江湖谱写出心中的情怀。

寄情于古琴的，还有 80后的位学
伟。他是周口人，大学时本来学的是计
算机专业，后来毅然决然地重新考了古
代文物研究保护与青铜器鉴定、修复专
业。毕业后他曾在古玩城开过门店，为
了从小热爱的古琴，他一直在准备着。

时机成熟，他便关了店来到樱桃
沟，开始了制作古琴的生涯，一晃四年
过去。

前几日，位学伟从窑洞的工作室搬
出来，换了新的工作室，单调重复的生活
对他来说，却是快乐的，因为做着自己热
爱的事。做古琴要一百余道工序，一个琴
做下来要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平时，位
学伟与妻子一同制作。他说手工制作的
古琴与机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音色，这是
手工制作的价值所在。

古琴有固定的外观，简单大方，不

花哨。制作一把古琴可能要一两年，位
学位说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喜
爱他有耐心等待。而樱桃沟环境好，适
合创作，所以他爱上了这里，沉浸在日
复一日的工作中从不知疲倦。

平日空闲之时，他也会拿出自己做
的琴，演奏两曲。品品茶、弹弹琴，颇有
居士山中隐，书生柳月间的韵味。
记者 景静 文/图

陈幻：通过泥塑传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