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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焦作/综合

本报记者 孙 军

2008年10月，美国国会山庄
特意为一位华人艺术家举行升国
旗仪式，以表达他在艺术与教育
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也是美
国国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为个人
单独举行升旗仪式，而在美国华
人中能获此殊遇的更是独此一
份。他就是被誉为国际艺术大师
的王鑫生。

8 月 30 日上午，记者专访了
来焦考察的王鑫生。见到王鑫
生，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睿
智、豁达、厚重而且健谈，他没
有想象中世界级大家那种高不可
攀的范儿，一见面就和记者畅谈
起来。

王鑫生1949年出生于西安，3
岁回到老家焦作生活，是个地地
道道的焦作人。他的父母都是职
业画家，厚重的中原文化和家庭
熏陶奠定了他艺术的灵慧之根。
他 6 岁时跟随国画大师陈景堂学
习，6年的时间里，他学到了中国
画的超凡脱俗之气，以及发自天然
的无心之境，这都为他后来绘画事
业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13岁时他便举办个人国画展，
在国内小有名气。1993 年，王鑫

生携家人移民美国，寻求艺术上
的新突破，开始他的油画创作。

在 20 多年的艺术探索中，王
鑫生把中国画的写意精髓，通过
西方的意象手法贯穿融汇到他的
油画作品中，从而形成了自己鲜
明的艺术个性——一种东方意象
表现主义的独特风格，也为世界
画坛创造了一种新的绘画语言。

谈到他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
探索时，王鑫生说：“东西方文化
原本不是一个体系。东方文化讲
究的是一个意境，譬如中国画讲
究的是笔墨韵味、意境、笔法
等，严格来讲被列为抽象范畴，
所以说，中国画是以意境带动画
面；西方画讲究的是光线、体
积、结构等，由于两种文化的立
足点不同，双方要先进行破碎性
的撞击，再互相渗透融合，才能
产生新生命。目前，我将东方意
象和表现主义、俄罗斯的写实主
义以及残境手法这四种揉在一
起，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线。”

“我是中国人，把东方元素看
得很重，通过绘画语言，把东方
文化向世界推广，是一个艺术家
的使命。”王鑫生说，他把中国的
山水美景也深情地表现在他的作
品中。多年来，他的中国江南水
乡系列、禅荷系列、西藏系列

等，一经展出便引起轰动。
“身为焦作人，这些年我总想

着为家乡做些什么。为此，从
2013 年开始，我就把创作的重心
放在了河南，放在了老家焦作。”
王鑫生说，他多次往返于美国和
焦作之间，到我市各地进行采
风，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既有写实、肖像、人物，也有风
景、花鸟等，其中有 《竹林七
贤》《云台山溪流》《独散千古
意》 等多幅反映山阳美景和历史
人文方面的作品。

“焦作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的城市，经过深思熟虑，我把创
作内容转向焦作历代名人系列，重
新梳理史实，挖掘新题材，还原古
人真实的一面。这些历史名人有
朱载堉、李商隐、竹林七贤等，
这些作品我都已经完成。目前我
正在创作《太极陈王廷》，准备今
年10月在焦作国际太极拳高峰论
坛上展出。”王鑫生说，“下一步
我还要到诗人王维写的‘遍插茱
萸少一人’的云台山茱萸峰和孟
州的韩愈陵园去考察，围绕焦作
把创作历代名人系列展开，一直
普及到整个河南。说起来，用油
画画的朱载堉、李商隐、竹林七
贤等历史名人，我还是独一份
呢！”王鑫生笑着对记者说。

“焦作有名山、名水、名人、名
拳，身为焦作人，我希望通过绘画
语言，把焦作的特色和优势推向世

界，为推动焦作地域文化的发展
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王鑫生情
系家乡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探索者
——访焦作籍著名旅美画家王鑫生 本报讯（记者王言 通讯

员姜子珺） 近日，修武县纪
委信访室工作人员田世良拨通
了郇封镇大纸纺村崔某的电
话：“老崔，你在网站上反映的
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在组
织人员进行调查，你还有什么
情况要补充的吗?”“具体情况
我在网上都写清楚了，相信你
们一定能将问题调查个水落石
出。”

以往，反腐工作多是收集
群众书面举报、电话举报，多
是调研走访，挖掘线索等。现
在，随着“互联网+”模式的
广泛应用，修武县纪委按照抓
早抓小和源头治腐要求，探索
建立“互联网+监督”模式，
建立了行政权力电子监察系
统，“清风修武”网站，政府在
线投诉平台，微信、飞信、政
务微博宣传平台“四大平台”，
构建了集宣传、监督、执纪、
分析和决策支撑为一体的常态
化综合监督平台。

全面建成行政权力电子监
察系统平台，保证行政权力依
法规范公开运行。把46个县级
部门的 708 项行政权力事项全
部纳入监察平台，逐项确定风
险点和监察点位，形成行政权
力部门即时监督、管理部门跟
踪监督、监察机关执纪监督三

重监督模式。
依托“清风修武”门户网

站，开展行业职务犯罪预防方
面的以案说法，进行专题讲
解，并通过网站对该县制定的
农村财务票据“四不入账”工
作模式、农村基层干部47个不
准等制度进行全文公示，对农
村三资管理、村务监督、招投
标制度等群众关注度高的制
度，制成流程图在网站刊登，
方便群众随时上网查看，对政
府部门工作进行监督。

高度重视政府在线举报平
台的渠道作用。在收到群众网
上举报的第一时间，就将举报
内容报送县纪委书记，由纪委
书记指定专人依纪依规进行调
查，对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
并及时与群众沟通，反馈进展
情况，今年年初以来，共妥善
处置群众网络举报29起。

充分发挥电子宣传平台作
用，通过定期发送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最新消息，
不定期发送廉政小故事，节假
日期间发送廉政短信等方法，
营造崇廉、尚廉的氛围，着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目
前，官方微博关注人数达 800
人，发表广播信息 140 条，微
信平台关注人数1300余人。

修武：

“互联网+监督”让反腐进入新常态

郭凤锵 （1908～2002） 又
名郭涤生，博爱鹿村人。1921
年起，先后在焦作福中高小、
焦作福中中学读书，逐步接受
民主革命思想，多次参加爱国
学生活动，曾组织学生会、鹿
村“平民夜校”“农村青年研
究社”和“农民协会”。1927
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秋入北
平政法学院，1929 年 3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8 月，经组织批
准 以 国 民 党 员 身 份 回 到 博
爱，任国民党博爱县党部总务
委员，10月，在博爱发展党员
7 人，建立博爱县第一个党支
部——中共鹿村支部。1930年
4 月，因身份暴露出走北平。
同年11月，调焦作中心县委任
书记，后因身份暴露，1931年
春再走北平。期间，曾参与组
织领导龙王庙暴动（未遂）、博
爱农民反对十四、十五区 4 名
反动区长贪污劣行的大规模农

民斗争。到北平后，在市委职
工 部 “ 反 帝 大 同 盟 ” 工 作 ，
1932 年 调 平 东 特 委 任 书 记 。
1934年春调河北省委任驻唐山
代表，10月因唐山市委书记叛
变，被捕入狱。1937 年 8 月获
释，返回家乡在武陟、修武组
织抗日武装。1938年春到第一
战区受训，后到太行区做民
运、统战工作。1942年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冀鲁豫
三区工作，旋调任长垣县县
长。1946 年入冀鲁豫党校学
习。1947 年 6 月随军南下中
原，历任桐柏区三专署副专
员、南阳专署专员。全国解放
后，任广州民生轮船总公司驻
华南代表、广东省交通厅副厅
长、珠江航运管理局局长等。

“文革”中受到冲击，1973 年
恢复工作。任文冲船厂行政科
长、厂顾问。1983年离休。

（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郭凤锵

本报讯（记者麻酩）“7 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们
四个人有幸成为‘温县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基地’的首批观众。参
观归来，重温英雄人物可歌可泣
的英烈事迹，我们夜不能寐，思
绪万千，深受激励……”这是温
县岳村乡方头村党员朱保国前
不久在参观该县党员干部党性
教育基地后写的一篇观后感。

据悉，今年 5 月份以来，
该县斥资40余万元建设了焦作
市首家县级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基地。该基地教育内容分为
“党的光辉历程”“中国梦”“红
色温县”和“活力温县”四个
部分，集中展示了党紧紧依靠
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的伟大
革命和光辉历史，充分再现了
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代
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
精神，着重介绍了温县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浴血奋斗的英勇事
迹。

“温县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

地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温县
的‘红色历史’，通过重温革命
历史、加强党性教育，勉励党
员干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时刻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
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温县县直机关工
委书记王国庆说。

该县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
地建成后，深受广大党员干部
的欢迎，各单位积极预约参
观。截至目前，共有3035人次
党员干部前往该基地参观学习。

温县：

打造全市首家县级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麻 酩

晨曦微露，东方欲晓，伴着一阵鸡鸣犬吠，温县赵
堡镇南平皋村刚考上大学的范浩坤伸伸懒腰，从床上坐
起，睡眼蒙胧地走到院子里。

“婶，你来啦！”一看是村干部武红梅，小伙子立刻
精神起来。

“奖励名单出来了，3000元钱月底就发给你！”武
红梅满脸笑意。

“哈哈，太好啦！”听到这个消息，范浩坤高兴地蹦
了起来，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从7月10日收到石河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范浩
坤一直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爷爷、奶奶患病在身，父亲
由于劳累过度得了腰肌劳损，妹妹还在上高中，现在家
里只能靠年近50岁的母亲在镇上打零工维持生计。几
千元的学费，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村里
发的3000元奖金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了这笔钱，他再
也不用为学费发愁了。

“今年，该村像范浩坤一样获得村里奖励的学子一
共有14名。其中，考上示范高中的有4名。”据该村党
支部书记郑明雷介绍，南平皋村历来都很重视教育事业
的发展，80年代末该村就在赵堡镇率先通过群众集资
建了两栋教学楼。近年来，村里又争取上级资金50多
万元建成了教辅楼和教师办公楼，并设立了“育英慈
母”奖学金、教师教学成绩奖和高考中招奖励等，对优
秀教师和学生进行奖励。

安居才能乐业，村民过上幸福生活离不开精神文明
建设。郑明雷认为，如今，村里经济发展了，家家户户
都走上了致富路，如果村民的思想“滑坡”了，再美丽

的乡村、再甜蜜的日子也不会长久。
因此，南平皋村将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作为服务乡亲的延伸内容，

先后投资400多万元建成了灯光球场、健身游园、农家书屋、村民剧场
等，成立了南平皋村农民业余剧团、科技信息交流中心、女子健身舞表演
队等。从2008年起，该村每年都在春节期间举办南平皋村农民秧歌、篮
球、拔河等比赛；从2010年起，该村连续举行了“好媳妇、好婆婆、
好邻居”评选活动；每年，该村还邀请市、县剧团为村民表演高水平、
接地气的文艺节目，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了全村的
精神文明建设。

“我和老伴儿有病，没有经济来源，村里就为我办理了低保，每年
还给补贴500元。”范浩坤的奶奶告诉记者，村里平时就没少照顾他们
家，现在又帮孙子解决上大学的困难，她感觉住在这个村里非常幸福。

“让村民们越来越幸福，就是我的责任。”郑明雷说，“我觉得当干
部就要心里装着村民，把服务村民的活干好、干明白，只有这样才对得
起村民们的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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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通
讯员牛小玉）为确保餐饮服务
环节餐具清洗、消毒规范、保
证群众饮食安全，近日，马村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了餐饮服务行业餐
具洗消管理工作。

为做好该项工作，该局督
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餐饮具清
洗、消毒制度，要求使用自行
消毒餐饮具的单位，要做好清

洗、消毒工作，定期维护消毒
设施；要求使用集中消毒餐饮
具的单位，要索取餐饮具消毒
检验合格证明；要求使用一次
性餐饮具的单位，严格落实原
料采购、进货查验、索证索票
等制度。截至目前，该局出动
执法人员 120 人次，检查相关
餐饮单位56户次，抽检8家餐
饮单位自备的餐饮具81份，下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2份。

马村区药监局

强化餐饮行业餐饮具洗消管理

王鑫生简介：王鑫生，1949
年出生于西安，从小在焦作生
活，少年时期跟随国画大师陈景
堂学习国画。后大学期间改修油
画专业，1993 年移民美国休斯
顿，1995年成立王鑫生美术学院
至今，桃李芬芳，硕果累累，门
徒成绩非凡，为此，2005 年 3 月
15日，休斯顿市长特别宣布该日
为“王鑫生日”。他曾经为美国前
总统老布什、国务卿希拉里等名

人画过肖像，并得到了他们的高
度评价和永久收藏。王鑫生现任
美中艺术协会主席、美国休斯敦
大学亚美研究中心艺术顾问、中
国南京师大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等
职。荣获美国哈佛大学终身艺术
成就荣誉勋章、国际艺术大师、
国际艺术大使等称号。

图为王鑫生在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8月26日，孟州市河阳街道办事处长店村群众在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咨询惠农政策。
据了解，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工作开展以来，该市结合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乡村设立

了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站），将乡村干部的电话和便民服务监督电话全部公开上墙，要求服务站每
天有人值班，党员群众来办事，随时能找到人，把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变成“零距离”。

聂小品 张泽斌 摄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本报通讯员 王秋生

“今年玉米长势很好，秆儿壮
穗儿粗，估计亩产能达到 700 公
斤，又是一个丰收年啊！”日前，
在孟州市化工镇海头村的一片玉
米地旁，该村种粮大户卫尊照兴
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起了他今年
种植的玉米。

卫尊照现在可是海头村的名
人，近年来已经流转土地 700 多
亩，主要繁育小麦种子和种植玉
米，一年收入近200万元，是名副

其实的种粮大户。
卫尊照 2009 年还是一名农机

手，家里有一台收割机和两辆拖
拉机，总是帮着别人收麦、犁地
的他经常在想：自己有这么便利
的条件，为什么不自己包地种地
呢？当年，他就在海头村流转土
地170多亩，种植小麦、玉米，正
式开启了人生的创业之路。

2011 年，卫尊照与孟州市谷
旦镇曲村农科所结合，由粮食种
植变成种子繁育，一亩地能多收
入80多元。2013年，卫尊照以每
亩地425公斤小麦的价钱将化工镇
西孟港村568亩地整村流转，至此

共流转土地 700 多亩，年收入近
200万元，完成了农机手到种粮大
户的华丽转型。

700多亩地，他是如何管理的
井井有条，保持每年亩产双千斤
呢？卫尊照道出了他的秘诀：“一
个是要做到‘苗齐、水足、肥
好’，比如在施肥环节，我们一直
用的都是比较好的金大地复合
肥，这个牌子真材实料，货真价
实，施肥后粮食长的秆儿壮穗儿
饱满；另外就是俺在政府的支持
下装上了大型喷灌，别人一天浇5
亩地，我一天能浇20亩，粮食咋
能长势不旺哩。”

“科学化管理也是种好粮食的
关键因素。”卫尊照说，一方面他
与市农技中心的专家经常沟通交
流，种地过程中该干啥，啥时候
干，该咋干，他都作好提前准
备，按步实施，做到每一个环节
都精益求精；另一方面他仿照企
业进行流水化作业，今年收小麦
时，收割机一边收，三轮车一边
拉，一亩地收完，立马有人开始

种玉米，种子种下去后，喷灌就
打开开始浇水，时间人工一点都
没有浪费。

卫 尊 照 说 ， 今 年 夏 粮 丰 收
时，他种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
550公斤，按每公斤2.56元的小麦
种子价格销售，仅夏粮一季收入
就有近百万元，根据今年的形
势，预计全年每亩地净利润能达
到 500 元，一年的总净利润就有
35万元。

“等时机成熟了，我还要发展
小麦玉米深加工，建立面粉厂，
生产麦仁和玉米面，让咱孟州人
吃上自己生产的面粉。”卫尊照对
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卫尊照：从农机手到种粮专家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确保学生安全文明参与交通，8月31日，马村交管巡防大队为
辖区实验学校学生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马 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