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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12月17日电（记者 徐
壮 刘赫垚）2024 年“ 冬 日 胜 景 ”全 国 冬
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暨欢乐冰雪旅游
季 启 动 仪 式 17 日 在 黑 龙 江 哈 尔 滨 举
办 。 活 动 现 场 发 布 了 12 条 2024~2025
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相关优惠政
策 ，国 家 级 滑 雪 度 假 地 所 在 地 省（区、
市）代表共同启动 2024~2025 欢乐冰雪

季活动。
为丰富冰雪旅游产品，进一步促进和

扩大冰雪旅游消费，文化和旅游部确定
“冬奥之城·冰雪长城”“晋美冰雪·古建
瑰宝”“相约北疆·乐享雪原”“欢乐冰雪·
冬韵辽宁”“梦幻冰雪·‘吉’致世界”“大
美龙江·运动冰雪”“冬游中原·老家河
南”“知音湖北·南国冰雪”“巴渝雪韵·梦

幻之旅”“蜀山冰雪·安逸四川”“冬韵陕
西·雪泉共舞”“大美新疆·北疆雪谷”等
12条线路为 2024~2025 全国冰雪旅游精
品线路。

活动现场，黑龙江、河北、广西、海
南 、四 川 等 地 分 别 开 展 各 具 特 色 的 冬
季 旅 游 宣 传 推 介 ，内 蒙 古、吉 林、新 疆
等地国家级滑雪度假地代表推介了冰

雪旅游产品，为大众冬日出游、尽览山
河 胜 景 、体 验 别 样 风 情 提 供 丰 富 多 样
的选择。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
司、文化和旅游部新闻中心、黑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活动期间，还配套举办各省（区、市）冬季旅
游产品和冰雪装备展览。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12条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路

“冬游中原·老家河南”入围

12月17日，小学生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大雪人前表演。当日，哈尔滨“网红”大雪人“回归”松花
江畔。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河南省棋类项目
精英赛商丘对垒

本报讯（记者 陈凯）记者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2024年河
南省全民健身大赛“会长杯”棋类项目精英赛，近日在商丘举
行。来自省内众多棋类项目爱好者相聚一起切磋比拼。

本次河南省棋类项目精英赛设有象棋、国际象棋、五子棋
个人赛及大众体验赛等多个项目。参赛选手们在比赛中展开
激烈角逐，展现精湛棋艺，交流棋艺心得，共同推动河南省棋类
运动水平的提升。

河南省棋类协会 2024年总结表彰大会也在本次赛事期间
举行，大会对在各个领域表现卓越、为棋类事业默默奉献的先
进个人给予了表彰和嘉奖。

郑州大学获中国大学生
荷球发展“突出贡献单位”奖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2月 17日，记者从郑州大学获悉，由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荷球分会
2024年度工作会议暨荷球运动发展 20周年研讨活动，日前在
辽宁营口落下帷幕。经过组委会认真评选，最终郑州大学荣获
中国大学生荷球发展20周年最高荣誉“突出贡献单位”奖，郑州
大学教授马襄城获得“突出贡献个人”奖。

2005年以来，郑州大学在荷球教学、科研、群体竞赛、人才
培养、社会服务及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等领域取得了 44项“全
国第一”，多项“世界第一”，填补了中国及世界荷球发展史上的
多项空白。郑州大学是国内首个将荷球课引入大学的高校，是
世界唯一一所在高校体育院系开设荷球专业的高校，是世界唯
一一所培养体育学荷球方向研究生的高校。目前 30多名研究
生走上了教育岗位。

2020年 11月至今，郑州大学牵头举办了四届郑州市中小
学生荷球锦标赛，是我国唯一一个举办市级荷球赛事的城市。
今年共有91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是我国荷球史上参赛人数最
多、代表队最多的荷球赛事。今年，荷球项目被正式列为郑州市
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2016年至今，郑州大学蝉联了国家级最高赛事全国荷球锦
标赛（CKA）冠军及全国学生荷球锦标赛（CUKA）冠军。郑州
大学代表中国队参加 29次国际大赛、10次国际邀请赛。2019
年代表中国国家队获得世界锦标赛第四名（南非），2017 年、
2022年两次荣获世界运动会荷球比赛的第五名（美国），创历史
最好成绩。

郑州小将出彩省青少年
U系列光感射击比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记者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在 12月 15

日于郑州航空港区结束的“奔跑吧·少年”2024年河南省青少年
U系列光感射击比赛上，来自郑州市部分中、小学以及郑州市体
育运动学校的小将们发挥出色，射落 11枚金牌，展现了郑州射
击后备人才的实力和风采。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承办，设有步枪光感射击、手枪光感射击 2个项目，分为男、女体
校组，男、女小学组，男、女中学组和园丁组等组别。本次比赛吸
引了省内众多中、小学和体育运动学校的 200 余名小选手参
赛。郑州市选派出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郑州市中原区阳光小
学、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郑州市高新区
实验小学、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共6所学校82名教练员、运动员
参加本次比赛。

经过 2天激烈角逐，最终，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获得体校组
女子手枪项目和女子步枪项目个人冠军；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获中学组 3项冠军；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获小学组 4项冠军、郑
州市中原区阳光小学获小学组2项冠军。

光感射击以高科技、高精度、高安全性、场地限制低且真实
模拟射击全过程的特点，让射击运动走向大众视野、深入校园，
不仅助力射击运动的专业训练和普及推广，更为帮助发掘、选拔

“小小神射手”打开了新通道。

博物馆专家
“解密”中华玉文化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12月 17日，由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
明研究会主办，郑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郑州天中书院承办，郑
州市嵩山文明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大型公益文化讲座“天中讲坛·中
华文明探源”系列讲座在郑州师范学院嵩山学堂学术报告厅举办，
本期活动邀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鲍丽娟为观众讲述《玉文化视角
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在讲座中“解密”中华玉文化。

鲍丽娟深耕中国古代玉器考古与鉴定、博物馆学多年，出版
有《玉出红山》《考古观察：绿松石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考古
遗址博物馆的特质与展陈叙事》等著作。讲座中，鲍丽娟以史前
玉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史为主线，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
果为依据，从区域类型学谱系中的玉文化起源、史前玉器起源七
大区域中主要遗址，论证了玉器起源与发展所蕴含的手工业发展
状态，是衡量各地区文明形成的生业基础之一；高技术含量的制
玉体系是社会分工的表现之一；玉器作为彰显尊贵身份的珍贵器
物，是社会分层的体现；玉器是各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
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见证；玉器是东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进一步
说明了史前玉器在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天中讲坛·中华文明探源”系列讲座旨在通过经常
性文化讲座和文化交流活动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 ，
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认识中国辉煌的历史底蕴。此次讲座是
2024年度“中华文明探源”系列第五期，行业内的优秀专家从不同
角度，用他们渊博的知识给现场听众带去了更多的启迪，进一步
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市微短剧精品创作
提升工作培训会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12月 17日上午，2024年全市微短剧精
品创作提升工作培训会开班仪式举行，来自郑州报业集团、郑州广
播电视台、各县区文广旅主管部门、融媒体中心以及相关微短剧制
作单位负责人、业务骨干等160人参加了本次开班仪式。

本次培训活动由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旨在贯彻落
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推进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相关要求，
加快推进郑州市微短剧精品创作提升工作，促进微短剧与文旅资
源、线下经济交汇交融，推动郑州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国家广电局发展中心、中国广播电视联
合会、中国传媒大学、中新智库等专家学者，将在郑州进行为期 3
天的培训活动，从微短剧的精品化创作、微短剧驱动力转型和总体
走向、“微短剧+”影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赛道，以及审核管
理、历史文化、舆情管理等方面进行辅导授课。

据悉，2020年以来，郑州市凭借人力资源丰富、区位交通便利、
网络文学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等独特优势，制作微短剧在全国率
先出圈。当前，在全市710多家从事影视制作的公司中，涌现出天桥
短剧、日新阅益、大娱小鱼等重点企业，微短剧产业发展目前已成为
助力我市网络视听产业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和内容投资的新风口。

伴随微短剧行业的蓬勃发展，“体量规模小”“精品内容少”等
问题也相继出现。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次培训活动将以人民
为中心作为创作导向，聚焦郑州丰厚历史文化底蕴，通过守正创
新、分类施策的方式，提升微短剧的创作水平与内容质量，促进精
品化产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主流价值。

“寻脉中国·豫耀九州”
数智文博项目启航

本报讯（记者 秦华）12月 16日，河南博物院携手金鹰卡通共
同举办的“寻脉中国·豫耀九州”数智文博项目发布仪式在河南博
物院举行。这一项目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河南博物院在数智化文
旅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同时，也是湖南广播电视台金鹰卡
通卫视在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在此次深度合作中，河南博物院携手金鹰卡通，量身定制了一
款名为“寻脉中国·豫耀九州”的AR沉浸式剧本游戏，它将河南博
物院的珍贵文物与数字化技术、AR元宇宙技术相结合，通过虚拟
公社成员“毛毛鹰”作为向导，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博物馆中破
解谜题的关键线索。AR技术的运用，让博物馆的文物“活”了起
来，游客在体验引人入胜的故事剧情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文物
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实现一次非凡的博物馆之旅。

发布会后，参会代表在河南博物院进行了限时项目 demo版
本体验，通过手机扫描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妇好鸮尊”，即可展
现战神形象，讲述其辉煌战绩，使文物印象更加深刻。此外，项目
还配套推出了“博物手账”，在家中也能通过AR扫描与文物进行
互动学习，实现“玩中学，学中玩”的教育理念。

此次发布会还邀请了来自河南省内外的 30多家博物馆负责
人参加，大家共同探讨了数智化手段在推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以及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与方向。未来，河南博物院将携
手各地市，通过体验版快闪场景的形式，入驻全国各城市商圈，让
全国人民都能够近距离感受“豫耀九州”的磅礴气势和广阔胸襟。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
12 月 16 日晚，作为 2023 年度
河南省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专项
资金——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
划的组成部分，“我们一起走过
——许淋淋原创舞蹈作品专
场”在中州影剧院精彩上演。

“河南省省级公共文化服务
专项资金——青年艺术人才扶
持项目”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针对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帮助其

立戏、创作、宣传、推介的计划，
许淋淋是该计划推介的第一位
舞蹈编导。

本 次 活 动 由 河 南 省 文 化
和旅游厅主办，河南歌舞演艺
集团承办，河南省舞蹈团、郑
州大学河南音乐学院、河南艺
术职业学院等演出。此次参
演作品均为高质量的获奖作
品 ，包 括 独 舞、群 舞、双 人 舞
等，全面呈现了许淋淋多年来

的艺术成果。
国家一级导演、青年舞蹈

编导许淋淋毕业于北京舞蹈
学院，现任河南省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艺
术创作中心编导，河南省艺术
专家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研究生导师。其作品多次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专业舞蹈比
赛金奖。

许淋淋原创舞蹈作品专场上演

公益广告

舞蹈《红灯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