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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1 月 21 日下午 3

时，在洛阳市中州西路 15 号

（牡丹大酒店 3 楼公司拍卖

厅），对孟津县鑫元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原王良粮管所)的固定

资产及土地公开拍卖。有意竞

价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并交纳

相应的保证金，与我公司联系。

报名截止时间：1 月 21 日

上午10时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至1月21日上午10时

联系电话：63357781

监督电话：62325608

拍卖公告

洛阳市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更 正
受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我公司在本报1月9日

6版的房屋拍卖公告中拍卖

日期 1 月 24 日上午 10 时现

变更为 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其他公告内容不变），在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洛阳市

会展中心 A 区 5 楼）举行拍

卖会。

特此更正。

中拓拍卖（河南）有限公司

俗话说“三九四九冰上走”，不过，今年我市的“三九”天并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寒冷。昨日，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市区最高气温升
至7℃。本周天气仍将保持比较平和的干冷状态，雨雪依旧与洛阳
无缘。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区晴天，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6℃到
9℃；明天晴天，气温-6℃到9℃；周三有3级到4级的风，气温略降；
周四到周日以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

本报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姬鸿丽

雨雪无缘洛城 本周依旧晴冷

本报讯（见习记者 苏楠）昨日，
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洛阳网承
办的“广融之春·2014 洛阳网络春
晚”如期举行。

开场舞《欢聚一堂》热烈欢快，瞬
间调动起现场400多位嘉宾、网友的
热情；双簧《如此父子》幽默滑稽，引
来阵阵笑声；“洛阳全能小冠军”——
11 岁的梁周露宝带来了自编节目

《什锦菜》，她和父母同台表演，为现
场增添了温馨气氛……

为使整台晚会更加突出公益慈
善，传递网络正能量，洛阳网联合市
慈善总会发起爱心企业捐赠活动，当
场有多家企业慷慨解囊，共募得善款

4.3万元。
晚会对 10 家“2013 年度《百姓

呼声》群众诉求办理工作先进单位”
进行了表彰。这些单位分别是：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地方税务局、
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城市监
察管理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偃师市、涧西区、洛阳新奥华油燃
气有限公司、洛阳热力有限公司。晚
会现场还为洛阳网·洛阳社区魅力板
块、优秀版主颁奖。

“@精彩洛阳”“@微博洛阳”“@
洛阳网”通过微博对本次网络春晚进
行了直播，您可登录洛阳网视频频道
观看晚会盛况。

以往元旦前后一直到春节这段时间，“贺卡满天飞”让一位在机关
当文秘的朋友应接不暇。今年，他接发贺卡的数量目前还是零，这种
显著的变化让他感到“很舒服”。

这位朋友说，往年他负责给单位领导接发贺卡，从收、拆、登记到
回复贺卡“全包”，每年光他回复的贺卡就有100多张，收到的贺卡则
更多。虽然有句古话讲“世情嫌简不嫌虚”，但以往让他“很不舒服”
的一点就是，寄送贺卡本为联络感情，但这些贺卡领导基本都顾不上
看，寄来寄去到最后成了“秘书和秘书之间的情感交流”，那是“典型
的形式主义”。

这位朋友还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多来，各地党风、政风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洛阳也不例外。正如他实际体验到的“零贺卡”现
象就充分表明，一些形式主义的弊病正在得到“钉钉子”式的破除，而
一些真正事关发展的好举措正在得到重视和落实。

诚如斯言，形式主义不仅造成奢靡浪费，也是影响和阻碍发展的
慢性毒药。当前，洛阳正处在经济发展提速增量与提质增效并行并
重的关键时期，如果知行不一、不求实效、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就很
难爬坡过坎，也只有崇实尚干、埋头苦干、敬业实干，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才能把洛阳建设成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零贺卡”，破的是形式主义，立的是求真务实！

“零贺卡”，舒服
右耳

双簧表演，风趣幽默 记者 刘冰 摄 女声独唱，星范儿十足 记者 刘冰 摄

顶顶小红帽，流动风景线。11日至12日，来自郑州大学国际学
院的16名学生来到龙门石窟景区，提供志愿服务。11日上午，记者
在现场看到，这些志愿者正在帮助景区工作人员打扫卫生，为游客
提供引导等服务。

志愿活动负责人之一、来自郑州的张梦韩说，参加此次志愿活
动的同学主要来自郑州、开封、鹤壁、商丘、周口、三门峡等地，还有
洛阳本地的几名同学。他们
都是郑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团
队的成员，学校刚刚放寒假，
他们就相约来洛阳参加此次
活动。

见习记者 苏楠 摄

志愿服务温暖冬日

突出公益慈善
传递网络正能量

“广融之春·2014洛阳网络春晚”昨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特约记者 赵笑菊）洛宁县县名今年正
式使用 100 周年。1913 年，已使用 1295 年的“永宁县”更名为“洛
宁县”。

北魏太和十一年洛宁设立县制，当时取名“殽”县，距今已有
1525年。隋末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县治搬入永固城（今洛宁县
城老城），取“永宁”为县名，历唐、宋、元、明、清5代，沿用了1295年。

1913年腊月初九，永宁县改为洛宁县，属河洛道，1927年后洛宁
县属豫西行政长官公署，1932年属陕州十一督察区。1945年1月，
中国共产党在旧县村成立洛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属豫西二专区。在
被日寇侵占期间，中共洛宁抗日民主政府在西山地，国民党县政府
流亡故县村，日伪县政府盘踞县城，三方对峙。1947年，洛宁解放，
分洛南、洛北二县，洛南县属豫西三专署，洛北县属太岳五专署。
1948年3月洛南、洛北合县，称洛宁县，属陕州专署。1952年，洛宁
县正式归属洛阳专署，1986年后归属洛阳市。

“洛宁”县名已用百年

吉利区阳光小学数学教师、36岁
的席争光，是一名伴随着新课程改革
不断成长的教师。从 1996 年参加工
作至今，他在教育战线上有过辛酸和
苦楚，也收获了成绩：他先后被评为
河南省名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洛阳
市名师……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他
心中坚定的信念——让学生健康、快
乐地成长。

感触：光有成绩是不行的

记者近日见到席争光时，他正在

上课。回想起自己的从教之路，席争
光深有感触。

初任教师时，席争光以学生的考
试成绩来衡量自己。他早出晚归，加
班加点，讲解试题如果学生不明白，他
就一遍一遍重复，直至他们听懂。20
岁那年，席争光所教的班级在吉利区
统考中获得第一名。

然而，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
在。他逐渐发现，学生被迫学习，让他
们感到很痛苦。

他曾询问孩子们：“你们最喜欢什
么课？”90%的学生回答：“体育。”

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过于追求考
试成绩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呢？席争光开始怀疑自己。

探索：努力打造名副其
实的优质课

2001年，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新
课程改革。于是一有机会，席争光就
到外地学习，观摩名师大家的课堂教
学。他给自己规定：绝不抄袭教案，认
真备课；课堂上，学生是主角，老师是
引导者；课后要进行反思、总结。为了
让自己的语言变得有趣，他常在网上
观看小品、相声片段并模仿学习。

经过席争光的努力，学生们越来
越喜欢上他的数学课，他的教学风格
也逐渐明晰：自由、活泼、生动。

后来，席争光被学校推荐参加吉
利区的优质课评比，所讲的“百分数”
一课获得一等奖第一名。随后，他代
表全区参加全市的优质课评比，又代
表洛阳市参加河南省优质课评比，获
得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2005 年 10 月，席争光作为河南
省唯一的教师代表，参加“全国第七届
深化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交流研讨
会”，其所讲的“圆的周长”一课以新颖
独特的教学设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
系、活跃灵动的课堂氛围、真实有效的
教学效果，获得一等奖第三名。

获奖了，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学生的考试成绩始终不理想。

梦想：构建“有活力的课堂”

该怎么办？
“考试的内容都是可以量化的，

所有能量化的东西都是可以通过一
定形式的训练让学生牢固掌握的。
这样来思考，理想和现实就找到了一
个契合点。”席争光精心准备课堂教
学，并在每节课结束前，对知识点进
行达标测试，加深学生印象，同时，他
还让学生进行课堂评价，对老师的教
学提出意见。

此外，他开创“新授课的教学模式
探索”“练习课的练习模式探索”等课
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准
确而到位。

2011年，他所教的班级在全区的
统考中平均成绩为第二名，比第一名
仅低0.4分。

采访结束时，席争光告诉记者，他
致力于构建“有活力的课堂”并将继续
为之努力奋斗。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
讯员 杨茹兰 文/图

席争光：课改路上执着前行

席争光在给孩子们上课

歌舞表演，婀娜多姿 记者 刘冰 摄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账本我
一直保存着，放了15年。”见到陈武现
时，他手里拿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
面记录着他欠款金额及偿还记录，目
前仍欠 60 个人的工资，最多的 913
元，最少的78.5元，共计19982.6元。

我们驱车到达汝阳县小店镇胡村
时，57 岁的村民胡金柱正在门口散
步。他接过陈武现手中的信封，看到
信封背面写着“总工：73 天 日工资：

15 元 合计：1095 元 已付：524.5 元
下余：570.5 元”的字样。胡金柱说：

“娃子人实诚，我连欠条都没有，也没
想过他不会还钱。”

“你能送过来就行，我不数钱，我
信得过你。”胡村的郭广见和陈武现
是同龄人，他当天也收到了同样的信
封。他说，这些年在外打工，常碰到
欠钱的事情，但“主动还钱，我还是头
一次碰上”。

“今年弄了点活，多少赚了点，先
把大伙的钱还上。”38 岁的陈武现，
是汝阳县小店镇赵村人。14 岁那
年，初中辍学的他外出打工，“下过煤
窑，拉过砖坯，干的都是力气活儿”。

1998 年，揣着粉刷墙面赚来的
400 元钱，陈武现开始在洛阳创业，
主要承揽墙面粉刷的活儿。冲着他
为人实诚，工资给得也不低，不少老
乡和邻村的人加入了他的包工队。

1998 年年底，陈武现在市区承
包了 3 处工程。次年，工程陆续完
工，麻烦却接踵而来：一处工程没通
过检验，不仅没拿到工钱，还被罚了

1.2万元；另一处工程，老板拖着1.5
万元工程款迟迟不付，等到年底，连
人也没了踪影。

“我觉得很对不起亲戚朋友。”从
那之后到2003年，他一直在洛阳靠
打零工为生。

最初几年，为了帮他还钱，60多
岁的父母卖掉家里的粮食，哥哥手头
有点钱，拿来还了一部分；之前家里
盖了一半的房子停了工，一直没加房
顶。直到如今，她的母亲仍住在没有
门窗的房间里，冬天只能住在地下
室；除了几床棉被和床板，家里空无
一物……

“娃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人不孬，
就是做生意赔了，不是赖账。”李伦是
陈武现的邻居，之前，她的两个儿子
也在陈的包工队。她说，最初几年，
也有人来讨账，都是其他村的，但看
看陈武现家里的情况，就不好意思再
来。不少同村的人，知道他的苦衷，
也不催债。

乡亲们的宽容，让陈武现重拾信
心。为了赚钱还债，他摆过菜摊、卖
过茶叶、送过快递，但生活依旧窘迫。

15 年间，为什么没有想着先还
一部分？陈武现说，都是乡里乡亲，

先还谁后还谁，知道了都不美。所
以，他一直等着攒够了一起还。

2013年，陈武现决定再拼一次，
他干起老本行——承揽墙面施工。
陈武现说，年底前算了算，挣了两万多
元，临近过年，拿到钱最先想到的就
是把欠大家的钱还上。“我自己也是农
民工，知道外出挣钱的不易。欠的钱
不能赖，早晚都要还。”陈武现说。

截至昨日傍晚发稿时，陈武现归
还了 13 个人的工钱。今天，他仍要
按照账本，找寻一个个债主还钱……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文/图

1999年，带着乡亲承包工程失败，汝阳小伙陈武现欠下工钱
2万余元。这笔债一直压在他心上——

15年后，他翻出账本还欠款
“15年前所欠工钱让工头陈武现一直背负压力，15年来他努力挣

钱。现在，他翻出账本准备还上欠款。”石子强是一名“拍客”，趁着双
休日，他决定陪陈武现一同去还钱。出发前，石子强在微博上写下这
段话。得知消息，记者随同前往，了解这段“还钱路”背后的故事。

核心提示
“很对不起亲戚朋友”

“欠的钱不能赖，早晚都要还”

陈
武
现
（
左
）
还
钱
给
债
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