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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
陈凯）“郑州银行杯”2018郑州国际马拉松
赛将于 11月 3日鸣枪开跑，届时大赛将由
CCTV5+体育赛事频道进行全程直播。为
了确保直播质量，央视直播团队昨天来到
郑州，对赛道全程进行了勘察并对沿途网
络传播信号质量进行了测试，初步拟定转
播技术方案。

从10月份起，郑马15秒宣传片陆续登
陆央视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
等多个频道，以及河南卫视和多个网络平
台，随着宣传片的播出，郑马的知名度大大
提升，郑州“活力之城”“温暖之城”“文化之
城”的城市形象也愈发深入人心。而在比
赛当天，“郑州银行杯”2018郑州国际马拉
松赛也将通过央视体育赛事频道、河南卫
视、郑州电视台以及 30多家网络平台进行
全程直播，郑马“大平台、大视野、大传播”
由此得以真正体现。

为了确保直播质量，郑马组委会特意
邀请央视的专业团队来负责直播工作和信
号制作。昨天，团队技术人员特意提前来
到郑州，为直播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央视直播团队对赛道全程进行了仔细
勘察，对沿途的网络传输信号也进行了测
试，确定移动信号接收和全景拍摄制高点。
按照计划，除了在起、终点专门搭建直播台
之外，还将在友谊大厦、曼哈顿广场、永和龙
子湖广场和绿地中心·千玺广场（大玉米）设
置4个制高点，并在终点处，以“大玉米”为背
景搭建现场演播室。对于直播所需的车辆，
电力保障、光纤铺设、网络信号等，央视团队
也都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昨晚，组委会召开直播协调会，要求各
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尽全力配合好直播
团队的工作，同时也对赛道及其周边环境
进行进一步的整治和美化，确保把“最美的
郑州”呈现在直播画面中。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郭韬
略 刘超峰 陈凯）马拉松作为一项
参与人数众多的大型赛事，在使
人们畅享运动乐趣、领略城市风
光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一件副
产品：被遍地遗弃的垃圾。这不
仅有损城市风貌，更给环卫工作
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为了倡导绿色环保理念，维护
城市形象，彰显城市精神，“郑州银
行杯”2018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将联
手Plogging公益社团，一同发起

“净跑挑战”。“除了喝彩与脚印，什

么也别留下”是郑马的目标。
报名参加“净跑挑战”的选

手，将同等视为参加健康跑项目，
届时将统一配发本届马拉松的纪
念T恤；在队伍起跑后，挑战者须
捡拾路边的纸张及饮料瓶，投放
在制定的分类垃圾桶内，由专业
清运设备统一清运；抵达健康跑
终点即视为完成本次挑战。

报名及咨询请联系（微信请
注明“净跑挑战”等信息）：电话：
17603862514 陈 先 生 微 信 ：
moonread

“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
依旧气爽风柔……”上周六，新郑
市中华路与新华路交叉口的立交
桥两侧游园内，板胡悠悠，唱腔高
亢，一曲《朝阳沟》经典选段唱得
有板有眼，韵味十足。新郑市民
王爱兰每到周末总要在这个小游
园里驻足聆听，偶尔也唱上一段，

“每次听完或者唱完都觉得一天
都可高兴，干啥都有劲。”

和王爱兰一样有着共同爱好
和感受的还有梨河镇刘吉安楼村
的村民刘全智和他的同伴们。

刘吉安楼村位于新郑市最南
端，全村以传统农业和蔬菜种植
为主，人均收入虽然不算高，但这
里的村民却有着“和城里人一样
丰富的文化生活”。热情的村民
带记者参观了他们的文化大舞台
和多功能厅，“你看，县豫剧团曹
团长就是在这个多功能厅给我们
上课、教戏；平时我们在舞台前小
广场上跳跳唱唱，兴致来了就上
舞台上正式地来一段。每个月村
里都会有专业剧团来演出，不光
俺村里人的来看，周边村庄的人
也会赶过来看。”

“村村有阵地，村村有设施，
村村有舞台”。近年来，新郑市以

“戏曲进乡村，欢乐进万家”文化
惠民工程为抓手，采取政府购买、
社会参与、群众共建、全民共享的
办法，大力推动传统戏曲在乡村
蓬勃开展和传承发展。

多年的文化耕耘有了今天的
收获。“在新郑，不管男女老幼，都
喜欢唱戏，无论唱功的优劣，张口
就能唱两句儿。”新郑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张慧娴说，新郑人爱看
戏，远近皆知，基本上是“锣鼓一
响，脚板就痒”。

据梨河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主任张莹介绍，现在刘吉安楼村
里有自发组织的戏曲表演队，每
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队员们

就拿着自己的二胡、板胡、鼓等，
唱响自己喜欢的戏曲。“十九大会
议指航向，精神落到行动上，多为
人民办实事，为民想；乡村振兴提
得响，人民群众有希望，农村经济
迈大步，奔小康……”13日下午，
戏迷刘全智和同伴们在村里文化
大舞台上表演着他们自己编排的
《三句半》，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

“戏台”搭到家门口，群众唱
响和谐曲。听戏、学戏、唱戏，不
仅丰富了新郑人的文化生活，还
净化了乡风民俗，为新郑经济的
强劲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以前，梨河镇学田村村民柴
松枝放下饭碗就要去打牌，还经
常因为打牌与人发生口角，后来
受到村里其他人的感染，也喜欢
上学戏唱戏后，再也不去打牌了，

“每天走路都哼着小曲”。
村里还有一对婆媳，每天相

约到村里的文化大舞台来跳广场
舞，为了不耽误时间，两人合作分
工带孩子做家务，每天开开心心，
婆媳关系融洽。他们最爱跳的就
是新郑市创排的戏曲广场舞，每
天晚上，他们就把京剧《卖水》、黄
梅戏《女驸马》、豫剧《花木兰》演
绎出别样的风采。

在新郑，戏曲不仅在市民心
中生根开花，更在中小学生中发
芽。新郑市豫剧团团长曹会敏每
周五都会出现在新郑市外国语小
学的课堂里。据她介绍，2016年
新郑市开始实施“戏曲进校园”活
动，新郑市各所小学开始有了戏
曲课，“我们剧团主要演职人员每
周都去学校教孩子们戏曲。”

目前，新郑市“戏曲进乡村”
形成了政府主导买服务、社会力
量同参与、戏迷班社齐互动的三
元联动新格局。在城乡，文体广
场、街头巷尾，自发集结的自娱自
乐演唱活动随处可见，成为群众
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山水实景演出开创历史先河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

潺潺，坡上青青草……”本届少林武术节的开
幕式将在坐落在青山绿水间的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实景地举行，开幕式节目将融入“禅宗祖
庭少林功、天地之中看登封”理念，以少林寺、
少林功夫、嵩山文化入题，届时《牧羊曲》《少
林少林》等经典曲目将重新进行编曲演唱，坐
禅、牧羊女等群众心目中经典少林武术场景
也将进行重新演绎再现。

在本届武术节开幕式上，塔沟武校的
2800名学员将演出《天地之中》《少林宫》《看
登峰》《合和之美》等原创剧目，通过十八铜人、
八段锦、少林棍、头顶梅花桩等表现形式，给国
内外宾朋带来非同凡响的“少林印象”。

本届武术节开幕式总导演吴婷告诉记者：
“由于开幕式是在白天，不能利用晚上的灯光
展现舞台效果，这也给开幕式表演增加了一定
的难度，因此我们将通过节目的编排来尽量展
现嵩岳少林之内涵。整个开幕式将充分利用
音乐大典天然的场地，将武术与实景相结合，
将武术与舞蹈相结合，以景衬武、以武入舞，通
过舞蹈形式，充分展示嵩山风景的美轮美奂，

展示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将中国与
世界、登封与少林的概念寄情山水，开创

山水实景武术开幕式先河。”

群众武术展演打造“武术走廊”
第十二届少林武术节整个武术展演活动

自市区到待仙沟沿环山公路进行，全长 8.2公
里，以整个嵩山为背景，以拳阵、棍阵、刀阵、枪
阵、剑阵等矩阵为主要内容，通过“行动中的迎
宾少林武术博物馆”的方式，打造“武术走廊”，
让置身其中的嘉宾、运动员、游客在欣赏各类
与武术有关的精彩表演的同时，体验到“禅武
颂”的风味。

据了解，参与本届武术节群众武术展演的
人员达到 8.6万人，为历届之最。这些参演人
员均来自登封规模较大的武术学校，其中塔沟
武校参加演出2.6万余人，承担了舞龙舞狮、武
术展演、开闭幕式、万人团体操四个板块的演
出，成为绝对的主力军。昨天上午，当记者来
到塔沟武校五环演武场时，这里早已是喊声震
嵩岳，拳脚塑硬气，学员们正在教练的指挥下
积极备战武术节，挥拳对打，劈棍对拼……拳
脚声、呼喊声、武器碰撞声以及衣袖带风声，激
荡在演武场上空。

另据了解，本届武术节武术展演活动共分
三个路段。路段一在郑少高速登封西下站口
至少林大道与禅武大街交叉口，彩旗迎宾区，
全长 2.5公里。塔沟武校 1000名学员将展现
舞龙舞狮、梅花桩和百面大鼓，让观众感受到
震撼、整齐、热闹的武术氛围。而在北京奥运

会闭幕式上一鸣惊人的弹跃龙表演，体现出少
林武术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路段二在少林大道与禅武大街交又口至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入口处，全长5公里乘车观
看区，按照“行走中的少林武术博物馆”理念，
塔沟武校5730名学员在沿途分别展示绳索飞
檐走壁、少林十八般武艺、铁砂掌、石锁功、板
凳功、铁指功等少林硬气功，以及女子剑、春秋
大刀等 15种套路项目展示和有着“刀枪剑棍
小沙弥，双钩双剑童子功”之称的少儿武术展
示，同时还会在沿途观赏到散打、拳击、跆拳道
等对抗项目的展示。

路段三在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入口处至禅
宗少林音乐大典停车场，全长 0.7公里步行观
看区，将会看到塔沟武校600名学员展示的迎
旗阵、少林十八罗汉与少林绝技等内容，以恢
宏的气势将宾客引入“天下归心，四海一家，禅
武圣地”的少林情境。

武术展演的“压轴大戏”，则是由塔沟武校
1.6万余名学员在少林景区内的塔沟武校祖源
校区——少林武术博物院演武场演练的万人
团体操《少林功夫》。展演融合
了少林十八般兵器、少林硬气
功、少林集体棍、少林太极等多
种功法演练。整场表演以壮观、
震撼的宏大场面，排山倒海的气
势，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术
瑰宝的独特魅力。现已成为登
封乃至郑州宣传少林武术的一
张特色名片。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正在山东日
照进行的 2018 年全国游泳锦标赛展开了
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在上午进行的一场
焦点比赛——男子 100米自由泳预赛中，
世界冠军、河南名将宁泽涛第二次在本次
比赛中亮相，实力强劲的他在其主项上以
49秒 06预赛第一的身份强势挺进昨晚进
行的该项目决赛。不过由于手指关节韧带
撕裂，他最终无奈地放弃了昨晚的决赛，同
时也放弃了今天进行的男子 50米自由泳
比赛，彻底伤退本次游泳全锦赛。

本次游泳全锦赛，是宁泽涛自今年 6
月份以来伤愈复出后首次参赛，他一共
报名了男子 50 米、100 米自由泳和男子
50米蝶泳三个项目。在此前结束的男子
50 米蝶泳比赛中，宁泽涛获得了预赛第
12名无缘该项目决赛。昨天进行的男子
100 米自由泳预赛共分为 8 组，宁泽涛被
分在第七组第三道，他在预赛中游出了
49 秒 06 的不错成绩，获得小组第一的同
时也排名预赛第一。正当大家对宁泽涛
决赛满怀期待时，却传出了他因伤退赛
的消息。

河南省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杨青山告诉记者，宁泽涛左手中指关节韧
带撕裂，这两天其实就是在带伤参赛，比赛
后疼到手直哆嗦，于是决定退赛。

如何用脚步代替纸笔，丈量电影的
宽度与厚度？近日，独立影评人木卫二
携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做客我市松
社书店，围绕如何在电影里审视风物，
在旅行中发现风景，与绿城读者展开交
流，活动开始前，记者采访了他。

木卫二本名叶新代，是一个用十多
年生命在看电影写影评并以此为生的
人，热爱电影的人对他定不陌生，作为
一位已栖身电影十多年的从业者，木卫
二早已在业内自成一格，他曾任金马
奖、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北京国际电影
节等众多电影行业大奖评委。在豆瓣
网站 2011年“你最欣赏的影评人”中，
木卫二排名第二，“你最讨厌的影评人”
中，木卫二排名第一。他的影评，总是
有人欢喜有人忧。

作为木卫二向内打破自我的又一
次尝试，《浪迹：电影与旅行》是一本关
于故乡、时代、生命与人心的与电影有
关的散文集，始于木卫二在 2016 年给
自己确定的写作计划：在一张中国地
图寻找 23 个“电影的故乡”。在这段
旅程中，他从出生地福建永春出发，寻
找在潮汕消失的《似水流年》；坐火车
去凯里，体味《路边野餐》的神秘意境；
借影展去万玛才旦的青海、贾樟柯的
平遥、王家卫的香港；漫步于台湾，在
牯岭街回忆那个拥有杨德昌和侯孝贤

的黄金时代……
电影如光梦，人生向海流。木卫

二认为：“读书、看电影、出外旅行，是
源于对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世界还
有着无穷尽的困惑、好奇和求知欲。”
也因此，任何选择都应该出于对于自
身不断完善的诉求，并在这个过程中
构造一个收纳自我的新世界。“我还
会不断做一些有难度的事情，一如跨
界尝试这本书。”

相较于木卫二“颇有门槛”的众多
影评，《浪迹：电影与旅行》算得上是其

贴地气儿的一次积极尝试，即使你没看
过电影，不懂得场面调度、构图与影像，
也完全能看得懂。

“很多人向我反映，如果读者没看
过你说的那部电影，如何与你产生共
鸣？还有朋友向我建议，用一种既不是
严肃影评，也不是电影评论，而是类似
于随笔的文字去创作。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想一直停留在写影评的舒适区，而
是希望换用这种类似随笔的文字风格，
去指导大家看电影。”木卫二说。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 通讯员 乔梦雨 图

确保完美呈现郑马赛事
央视直播团队抵郑打前站

只留喝彩 不留垃圾

郑马招募“净跑”挑战者

手指关节韧带撕裂

游泳全锦赛
宁泽涛伤退

影评人木卫二：带着电影去旅行

（上接一版）作为国家首批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城市，郑州这些年始终把“戏曲进
乡村”作为示范区创建和后续建设
重要内容，特别是河南省启动创建
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县
（市）工作以来，我市把抓好戏曲进
乡村作为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一项具体举措，写入我市
《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列入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强力抓好戏曲等优秀
文化艺术在基层的推广落实。

2017年，郑州作为我省“戏曲
进校园”工作试点城市，全面深入
推进“戏曲进校园”工作, 活动覆
盖了全市 143所中小学校；2018
年融合了戏曲、非遗、群艺，开展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丰富了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内容。

“绿色周末”“情暖新春”“新
年音乐会”等品牌文化活动组织
优秀民族器乐、经典戏剧、交响音
乐演出，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
欢迎；此外，在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少林武术节等节会活动中，我
市每次都组织精品戏曲剧目公益
演出季，戏曲文艺院团进行持续
数天展演联唱，在营造浓厚节庆
文化氛围的同时，扩大戏曲文化
的传播推广和影响。

文艺精品百花齐放
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

神》，豫剧《斗笠县令》《都市阳
光》，大型科幻儿童电视剧《快乐
星球》，连年举办的中国（郑州）国
际街舞大赛……这些都是响当当
的郑州城市文化名片。

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戏剧
种，豫剧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更是河南文化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今年1月 5日，我市
印发《郑州市支持戏曲传承发展
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大力实施戏
曲精品剧目创作工程、剧本创作
扶持工程、戏曲文化惠民工程、戏
曲人才培养工程、戏曲普及推广
工程等五大工程，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为促进戏曲艺术繁荣发展
奠定基础。

在剧目创作方面，我市始终
把繁荣艺术创作作为文艺工作的
中心环节，深度挖掘商都文化、嵩
山文化、黄帝文化、黄河文化、革
命传统文化等中原特色文化资

源，集中力量、集聚资源，先后创
排豫剧《任长霞》《斗笠县令》《清
风茶社》《琵琶记》《都市阳光》《鱼
仙妩媚》《中牟令》、曲剧《麻风女》
《新版白兔记》等精品佳作，复排
红色经典剧目《红灯记》《沙家
浜》，拍摄戏曲电影《情断状元楼》
《王宝钏》等剧目，先后获得国家、
省级奖项，有力提升了郑州文化
的影响力。

文化产业再添新动能
今年 5月，郑州市举行 2018

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商都历史文化片区、百年德化
历史文化片区、二七华侨城、宋
城·黄帝千古情项目等 16个重大
文化项目集中开工。近期出台的
《郑州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
政策》中提出，设立两亿元的文化
产业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企业发
展壮大。喜人的郑州文化产业发
展态势，不仅为郑州人奉上了多
样化的文化产品，还为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增添了新动能。

“2018 年度，郑州市谋划推
进了 57 个市县两级重大文化产
业项目，总投资达到 1913 亿元，
本年度计划投资 281亿元。”市委
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郑州文
化产业项目遍地开花的蓝图已经
绘就：二七区华侨城主要建设创
意先锋城市公园、欢乐海岸主题
公园、海上丝路主题公园等业态；
新密市轩辕圣境黄帝故里文化产
业园主要建设黄帝宫御温泉、乐
海水世界、冰雪王国主题乐园等；
新郑市宋城·黄帝千古情项目主
要建设文化演艺表演广场、千古
情大剧院、互动体验项目等；中牟
县王潮歌“只有”河南主题乐园建
设“只有”系列演艺主题剧场群及
配套设施；极地海洋公园项目建
设大型极地海洋动物及珍稀鱼类
展示、海洋动物舞台表演秀、海洋
科普教育等主题场馆……

“文化”之美润物无声，在郑
州这片土地上，“文化”化为一部作
品、一支歌，或者是一次展览、一场
演出，融入千万市民的生活里、润
化在心灵中。郑州是古老而厚重
的，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滋养着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郑州也是年轻而
具有活力的——新的文化作品、新
的文化项目、新的文化产品，将使
郑州在中原大地乃至全国发挥出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化郑州，
让中原更加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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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

戏曲进乡村
唱出和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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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功夫之都”演绎全 武术节
——第十二届少林武术节探秘

本报记者 陈凯 刘超峰 李晓光 文/图

10月20日，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将在登封市隆重开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包括武术竞赛在内的武术节整体活动都将在登封市举行，
这也将是少林武术节举办十一届以来首度完全在“世界功夫之都”举行。首
次山水实景演出呈现的开幕式、再创新高的8.6万人群众武术展演……昨
日，记者走进登封进行探秘，打探“世界功夫之都”如何在金秋十月演绎全

“新”武术节，为四海宾朋呈现出不一样的登封，不一样的少林武术节。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