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班人马组成俩单位

2 月 7日， 浚县屯子镇乔村村民陈新

良向记者反映，村里每年春节过后都会找

剧团过来唱戏，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

经常向来唱戏的剧团收费，这在无形中提

高了村里找剧团的成本。“浚县演出市场

管理办公室收取的费用合理吗？不是早就

规定不让收管理费了吗？ 若说是中介费，

那我们并没有通过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

公室找剧团，他们为什么还要收取中介费

呢？ ”陈新良问。

陈新良告诉记者，浚县演出市场管理

办公室主任何臣连给他的名片上，有两个

性质截然不同的职务，何臣连既是浚县演

出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又是浚县梨园演

出有限公司经理，有人称他何经理，有人

称他何主任。

据陈新良介绍，在向剧团收取费用的

时候，何臣连自称是浚县梨园演出有限公

司的经理，如果村里的会首不经过该公司

联系剧团，何臣连等人就会打着浚县演出

管理办公室的旗号过来“监督”，强制会首

通过他们联系剧团。剧团团长得参加浚县

演出管理办公室每年召开的会议，然后才

能确定该剧团是否能在浚县演出。 往年，

村里有时候不通过浚县梨园演出有限公

司联系剧团，但剧团也得向他们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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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镇镇张庄村的韭菜达人

□晨报记者 苗苗 实习生 王风娇

每到冬天，浚县新镇镇张庄村的村民就非常忙，张庄村

以种植韭菜闻名，冬季是村民们挣钱的主要时期，用张庄村

党支部书记王香阁的话说，一忙起来，“别说打麻将，就连在

村口说话的工夫都没有”。

新镇镇从 1989 年开始建设无公害韭菜生产基地，当时

主要由张庄村的村民经营，今年 54 岁的王丕海就是该村第

一批种植韭菜的村民。 王丕海告诉记者：“那时种韭菜的人

还不多，但即便这样，卖韭菜时也得带着韭菜到附近叫卖。 ”

韭菜种植大户和典型示范户的效益逐年提高， 如今新

镇镇已经形成以张庄村为中心、 涉及周围十几个行政村的

万亩韭菜生产基地。王丕海说：“虽然现在韭菜越种越多，可

咱们不愁卖。 这几年河北、山东甚至甘肃，都有大车来收韭

菜，根本不用担心销路问题。 ”王丕海和老伴种了六七亩韭

菜，单种韭菜这一项，二人一年就有 5万多元的收入。

记者跟王丕海到他们家的韭菜大棚里，一进大棚，浓浓

的韭菜香扑鼻而来。王丕海说，每年从农历十月份到来年的

农历二月，种韭菜、割韭菜，忙个不停，每天都有事做。

随着张庄村韭菜种植户的增多， 村里专门成立了割韭

菜小组，谁家韭菜该割了，只要打个电话，割韭菜小组马上

过去帮忙。记者采访时，割韭菜小组正好在一户村民家的韭

菜大棚里帮忙割韭菜，大棚并不高，大家只能弯着腰或蹲着

干活，可大家有说有笑，在欢声笑语中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张庄韭菜打出了自己的名气，有了非常稳定的销路，附

近村庄纷纷过来学习，张庄村专门为各村派去了技术员。如

今，以张庄村为中心的万亩韭菜基地已经基本形成，2007 年

的时候成立了浚县新镇韭菜种植协会， 去年又成立了浚县

聚慧蔬菜种植

合作社，张庄村

还成立了经纪

人小组，专门负

责联系销路。

河南地方戏拜师盛典举行

我市两名豫剧演员

现场拜得名师

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牛明

慧）名师高徒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春色满园。

2 月 7 日晚，由省文化厅、省广电局主办的

《梨园春》 特别节目———河南地方戏拜师盛

典在河南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 30 余名戏曲工作者向马金凤、常小玉、关

灵凤等 14名豫剧名家拜师学艺。其中，鹤壁

市豫剧团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张国朝拜豫

剧唐派“掌门”贾廷聚为师，鹤壁市豫剧一团

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戏剧大赛表演

一等奖获得者杨晓青拜豫剧马派创始人马

金凤为师。

据了解， 贾廷聚是唐喜成的大弟子，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始终以唐派艺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为己

任，对唐派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张国朝拜师后，将师从贾廷聚学

习唐派艺术。

马金凤是 20 世纪舞台生命最长的豫剧

表演艺术家，被誉为戏曲百花园中的“洛阳

牡丹”。她创造了一个奇迹，是戏曲舞台上的

常青树，至今已 90 岁高龄，仍是梨园一棵不

老松。她创造了一个行当，由她饰演的“巾帼

英雄”系列人物，各个出神入化、形象生动，

为当代豫剧增添了“帅旦”这一全新的艺术

元素。 杨晓青此前就师从马金凤，擅长马派

艺术，此次拜师明确了二人的师徒名分。

我市 2012 年粮食直补和

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兑现工作启动

农户 3 月 1 0 日前

可通过“一卡通”领补贴

晨报讯（记者 王帅）2 月 8 日，记者从

市财政局获悉， 我市 2012 年粮食直补和农

资综合补贴资金兑现工作已全面启动，2 月

15 日开始兑现补贴资金，3 月 10 日前，粮食

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兑现结束，农户可通过

财政惠民补贴资金“一卡通”领取补贴款。

据了解，2012年农资综合补贴全省统一

标准为亩均 78.39元； 粮食直补标准与上年

持平，亩均 16.62元。 农资综合补贴 2006 年

开始实施， 当时每亩补贴仅 11.78 元，2008

年至 2010 年每亩补贴增至 66.72 元 ，从

2011年开始补贴标准再次上调， 每亩 78.39

元。 我市 2012 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

资金兑现工作 2 月 1 日全面启动，要求各县

（区）2 月 6 日前补贴张榜公示结束，2 月 10

日前完成补贴兑现方案编制工作，2月 15 日

开始兑现补贴资金，通过财政惠民补贴资金

“一卡通”兑现到农户手里，3月 10日前完成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兑现工作。

春季养生粥推荐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养生之

计更在于春， 初春是养生的绝好时机。

饮食对春季养生至关重要，下面给您推

荐几种养生粥。

猪肝粥 配制：粳米 250 克，猪肝

60 克，加水适量，煮成粥。 猪肝粥具有

补血明目、养肝健脾的作用，适合贫血、

肝病等患者食用。

红枣粥 配制：粳米 250 克，红枣

60 个，加水适量，煮成粥。 红枣粥具有

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适合贫血、

慢性消化不良、神经衰弱、失眠等患者

食用。

黑米党参粥 配制：党参、白茯苓

各 15 克，生姜块 5 克，黑米 100 克，冰

糖 60克，加水适量，煮成粥。 黑米党参

粥具有补中益气、 健脾养目的作用，适

合气虚体弱、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等患

者食用。

萝卜粳米粥 配制： 白萝卜 250

克，粳米 100 克，生姜丝 8 克，猪油 25

克，精盐 3克，加水适量，煮成粥。 萝卜

粳米粥具有消食利气、 宽中止渴的作

用，适合消化能力较弱者食用。

监管部门成立商业公司

不收“管理费”改收“中介费”

村民质疑其利用监管部门的权力牟利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牛明慧

同一班人马， 却组成了两个

性质完全不同的单位，一个是具有

监管职能的机构，另一个是商业性

质的中介公司。 如果真是这样，那

这一班人马会利用监管部门的权

力进行商业牟利吗？ 2 月 7 日，浚

县屯子镇乔村村民拨打本报热线

反映， 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

成立了一家商业公司。

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不经其审批的演出是“非法违规的”

2月 8 日， 记者来到浚县演出市场管理

办公室了解情况。 据办公室主任何臣连介

绍，他们并不存在违规收费的现象，浚县演

出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原班人马创建了浚县

梨园演出有限公司，该公司是按照市场经营

自主选择的模式向戏班收取一定的“中介

费”。

据何臣连介绍，浚县 500 多个村，大约

有 100 个村每年春天和秋天会组织唱戏，其

中 60 多个村由浚县梨园演出有限公司负责

联系剧团。

对于今年浚县屯子镇乔村发生的唱戏

纠纷，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陈

廷士解释，这是县级戏剧演出市场管理混乱

所致。 首先，村里的演出活动需经过浚县演

出市场管理办公室批准， 未经其审批同意

的，属于“非法、违规的演出活动”；其次，某

些剧团团长签订演出合同，却因戏价关系将

演出机会转让给第三方， 属于欺骗观众、倒

卖演出合同的行为。 陈廷士强调，浚县演出

市场管理办公室并没有强制乔村村民通过

浚县梨园演出有限公司找剧团。

浚县梨园演出有限公司：收取中介费是被允许的

何臣连表示，无论村民有没有通过浚县

梨园演出有限公司联系剧团，浚县演出市场

管理办公室作为一个事业单位都不应该收

取任何管理费用；可通过浚县梨园演出有限

公司联系剧团的，该公司就可以收取一定的

中介费。

根据 2011 年 1 月 5 日浚县文化广播电

影电视局关于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到

浚县进行各类艺术演出的团体必须持有文

化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和工

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进行营业性演出活

动前必须经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审批

同意，且不得乱打旗号、私刻印章、欺骗观

众、倒卖演出合同。 由此可见，浚县演出市场

管理办公室对相关演出有监管的权力。

根据何臣连出示的一系列文件、 证明、

执照显示： 浚县于 1986年 3月 19日成立了

“浚县演出公司”，从县文化局工作人员中调

配 2 人至 3 人成立相关事业单位抓演出管

理工作，当时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但是，

2003 年 6 月 9 日，根据浚县编制委员会文件

《关于浚县演出公司更名为浚县演出市场管

理办公室的通知》， 浚县演出公司正式更名

为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虽然其隶属关

系、主要职责、机构规格、人员编制、经费供

给形式均不变，但停止收取任何形式的管理

费用。

说到体质改革问题，何臣连和陈廷士也

是一肚子的苦水，改革之后，浚县演出市场

管理办公室面临着经费需要自筹的难题。

2007 年 6 月 8 日，浚县文化局（现浚县文广

局）下发《关于成立浚县演出中介服务公司

的批复》， 浚县梨园演出有限公司便应运而

生。 该公司隶属浚县文化局管理，属于集体

性质，负责戏曲、歌舞、杂技中介服务，以市

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以规范演出

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演出中介行为为宗

旨。

“我们会根据戏价的高低，向剧团收取

7%至 10%不等的中介费，有发票和税务登记

证可以证明我们收取的中介费是合法的。 ”

陈廷士这样说。

同时，陈廷士和何臣连还分别向记者出

示了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出经纪人资

格证书”。

浚县演出市场管理办公室和浚县梨园

演出有限公司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单位，却

由同一班人马负责， 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

对此，何臣连说：“我们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

事，通过我们联系剧团的，我们可以收取中

介费；不通过我们联系剧团的，我们照样对

剧团有监管职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