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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牛志勇 文/图）一
阵 悠 扬 的 葫 芦 丝 声 从 一 栋 小 楼 内 传
出，室内 30 多位老人正在认真地学吹
葫芦丝。小黑板前，一位脖系绿围巾、
笑 容 可 掬 的 女 老 师 正 在 给 大 家 打 节
拍，场面温馨、和谐。这是 12 月 24 日，
记者在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长青社
区见到的一幕。

每周二 14 时 30 分至 16 时 30 分，
这样的场景都会出现。“2014 年，我路
过 清 潩 河 游 园 时 看 到 有 人 在 吹 葫 芦
丝 ，悠 扬 、美 妙 的 声 音 让 我 着 迷 。 于
是，我开始在游园内跟着支红霞老师
学吹葫芦丝。”60 多岁的颜廷云是唯一
一位老师，不少学生的年龄甚至比她
还大。颜廷云说，后来，她在许昌市老
干部大学葫芦丝班跟随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许昌文化艺术学校音乐专业
副教授杨向洲老师系统地学习吹葫芦
丝。

“受两位老师影响，我掌握了吹葫
芦丝的技能。我觉得要像我的老师那
样 把 它 奉 献 给 社 会 。”颜 廷 云 说 ，从
2017 年开始，她在清潩河游园免费教
大家吹葫芦丝，跟着她学的人越来越
多。对于刚入门的学员，她重点讲授

吹葫芦丝的基本技巧，并结合实践讲
解简谱和乐理知识。对于技术熟练的
学员，她重点讲解葫芦丝名曲的演奏
技巧。

59 岁的徐玉杰和 54 岁的徐美霞跟
着颜廷云学习两年了，如今已经能独
立 吹 奏 乐 曲 。“颜 老 师 教 学 生 很 有 耐
心，也很细心，我们很感动。”徐玉杰
说，如果哪一天颜老师有事不能来上
课，她们能教大家一些基础的乐理知
识。

“我是从去年开始跟着颜老师学
习吹葫芦丝的，学习之后感觉很好！”

70 多岁的王富英说，学习吹葫芦丝不
但能够锻炼肺活量、陶冶情操，而且能
结交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今年 9 月份，有位跟颜廷云学习吹
葫芦丝的学生问长青社区负责人，能
否为大家提供一间活动室，颜廷云老
师可以免费教大家吹葫芦丝。“社区负
责人感觉这是一桩为民服务的好事，
非常欢迎颜老师开设公益葫芦丝课。”
长青社区副主任艾改芳说，公益葫芦
丝课深受居民欢迎，居民下午来这里
学习吹葫芦丝，既丰富了文化生活，也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区。

弘扬“非遗”
12 月 26 日上午，魏都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交流会
在魏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基地——喜根根艺博
物馆召开。来自社会各界的
专家、学者对魏都区“非遗”项
目传承弘扬过程中存在的不
足和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
提出了实质性意见和合理化
建议。

记者 孙学涛摄

“雷锋”帮忙买车票
实现居民微心愿

本报讯（记者 黄增瑞）春 运 即 将
到来，买一张能与亲人团聚的火车票，
是不少人的愿望。12 月 29 日，家住市
区榆柳街的张建中在社区和许昌雷锋
爱心社团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心愿。

当 日 ，魏 都 区 西 大 街 道 办 事 处 德
科 苑 社 区 主 任 李 静 对 记 者 说 ，他 们 辖
区 61 岁的困难党员张建中患肺病和腰
椎间盘突出，需要常年吃药，家里经济
条件不好。他的妻子和儿子长期居住
在广东省惠州市。

“ 我 们 社 区 开 展 征 集 微 心 愿 和 认
领 微 心 愿 活 动 。 张 建 中 来 到 社 区 后 ，
给我说了他的微心愿：买两张火车票，
春 节 前 和 家 人 团 聚 。”李 静 说 ，去 年 年
底 ，张 建 中 去 惠 州 市 的 火 车 票 是 魏 都
区 委 组 织 部 解 决 的 。 今 年 ，他 想 通 过
社区实现微心愿。

“老党员有困难，我们必须帮忙！”
随 后 ，李 静 联 系 到 许 昌 雷 锋 爱 心 社 团
负 责 人 刘 冰 ，把 张 建 中 的 情 况 进 行 了
反 馈 。 没 想 到 ，刘 冰 立 即 答 应 帮 助 他
实 现 微 心 愿 。 接 下 来 ，刘 冰 利 用 两 天
的 空 闲 时 间 ，给 张 建 中 买 了 一 张 信 阳
到惠州的火车票和一张许昌到信阳的
火车票。

“ 我 们 给 他 买 到 的 火 车 票 是 2020
年 1 月 21 日的，都有座位。”刘冰说，12
月 29 日，张建中坐着公交车，来到许昌
火 车 站 售 票 大 厅 ，通 过 自 动 取 票 机 将
两张火车票取出。“真是太感谢社区和
许 昌 雷 锋 爱 心 社 团 了 。 买 到 火 车 票 ，
我就可以和亲人团聚了！”张建中的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

开展观影活动
传承奋斗精神

本报讯（李铁军）为深入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鄢陵县税务局近日开展了主题观影活
动，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红旗渠之
归来仍是少年》。

该局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发扬好、传承好红旗渠精神，
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鄢陵税收工作贡
献力量。

□ 记者吕正子

12 月 26 日 中 午 ，魏 都 区 五 一 路 街
道办事处樊沟社区明泽新苑小区内，76
岁的周菊老人坐在家里看电视。她家
的面积不大，但房间布置得格外温馨。
周菊是樊沟社区的老居民，以前住在低
矮破旧的自建房里，条件很差，享受的
福 利 也 不 多 。 现 在 ，她 不 仅 住 进 了 新
房，而且每月能领 1850 元退休金，到了
年底还能获得 2500 元社区分红。

周菊老人生活的改变，正是樊沟社
区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结果，也是我市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缩影。

持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
樊沟社区原名樊沟村，现有常住人

口 2820 人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城 中 村 社
区。樊沟村曾是许昌市第一个无地村、
第一个村民改市民村，也是第一个取消

村民小组的村。十几年来，樊沟社区不
断发展集体经济。截至目前，樊沟社区
集体资产总额达 2.2 亿元。如何让樊沟
人更好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一
直是樊沟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思考的
问题。

2014 年，樊沟社区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正式拉开序幕。实行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旨在切实把清产核资搞实、把权
属关系厘清、把集体资产管好用好，让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给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强农
民的获得感。

改革的每个环节都阳光透明
“改革由社区居委会负责，专门成

立 了 由 社 区 干 部 、党 员 和 居 民 代 表 组
成的改革领导小组，制定了《樊沟社区
居 民 退 休 股 权 分 配 办 法》，对 成 员 界
定 、股 权 设 置 、股 权 权 能 、产 权 流 转 等
进 行 明 确 。”樊 沟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主

任 安 国 明 介 绍 ，改 革 的 每 个 环 节 都 阳
光 透 明 ，让 居 民 看 得 到 、可 参 与 、能 监
督。

2018 年 6 月，该社区成立了樊沟社
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今年 7 月，我市为
樊沟社区颁发了全市首张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登记证。该合作社成为全市首
家登记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 股 权 设 置 方 面 ，樊 沟 社 区 股 份
经济合作社以家庭为单位发放了家庭
股，股权可以出售、转让、继承，并实行
以 退 休 居 民 养 老 为 主 、家 庭 股 权 为 辅
的资金分配方式。

如 今 ，樊 沟 社 区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共 有 股 东 356 户 1124 人 ，家 庭 股 金 额
为 3000 元。该合作社设有股东代表大
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具体负责
日常运营。

积极探索办法多
在樊沟社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示范带动下，我市各县（市、区）都进行
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禹州市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国家级第三批试点，积极探索，大胆
实 践 ，在 鸿 畅 镇 涧 头 河 村 、御 史 坊 社
区，花石镇河东张村等地，分别以土地
为 股 金 ，建 立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发 展 集
体经济，以界定成员身份、完善制度保
障 经 营 性 资 产 分 红 ，以 省 级 扶 持 资 金
为基础成立合作社，将资金变股金，促
进 了 居 民 就 业 增 收 ，发 展 壮 大 了 集 体
经济，实现了互利共赢、富民强村。

“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真 正 让
居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居民
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幸 福 感 、获 得 感 都 是 满 满 的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副 局 长 薛 培 明 说 ，实 践 充 分 证
明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对 解 决 失
地农民养老问题、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让居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每周二下午，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长青社区有老师免费教吹葫芦丝

公益葫芦丝课，赢得居民点赞

颜 廷
云(左）老师
在 教 大 家
葫 芦 丝 乐
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