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党建引领护航事业发展

2024 年，郑州体育坚持党建引领，体
育事业发展获得坚强保障。

过去的一年，全市体育系统提高政治
站位，扎实落实“第一议题”、中心组理论
学习、“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
会等制度。深入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通过“讲党课”“集中领学+个人自
学+研讨交流”等方式，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干部学深悟透、真信笃行、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深入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三年行

动，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深化“党建引
领 体育惠民”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网格
化治理工作为抓手，实施以党建品牌为主
题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类活动 20 余场
次，确保了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深
度融合。

坚持聚势赋能增添优势动力

2024 年，郑州体育坚持聚势赋能，体
育工作增添全新优势动力。

过去的一年，郑州市体育政策体系建
设成效显著。先后编制出台了《加快建设
体育郑州实施方案》《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郑州市体
育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35）》三
项重大行政决策，各项配套政策也在加紧
编制中。

积极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体育赛事
发展。首次举办郑州市体育赛事推介大
会，来自省内外 7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加；
借助社会力量，成功举办中国（河南）新能
源汽车拉力赛、中国（郑州）黄河城市网球
公开赛等多项赛事，80%以上的赛事活动
由具体体育公司参与执行；商务合作实现
突破，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现金赞助
200余万元。

重大赛事活动出圈出彩。2024 年，
我市共举办了 5 项国际体育赛事和 7 项
国家级体育赛事，累计吸引近 60 个国家
和地区近 3 万人次选手参赛。突出“创
新”“融合”特点，第十三届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重启，并升格为省部级活动，来自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60 名运动员报名
参赛，不仅有两项传统活动+五项创新活
动，还举办了功夫暨文旅项目观摩、中外
武术交流等系列文化活动，实现文旅体深
度融合发展。

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时隔 10 年再
次举办，100余支代表团（队）组队参赛，参
赛人数超 2万人次，实现首次开展运动会
会徽、会歌、口号征集活动，首次进行市场
开发，首次赛场进社区、进广场、进商圈，首
次赛事与商业相融合，首次开幕式多场景
展现，充分展示了郑州市全民健身发展成
果，集中展示良好城市形象。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服务水平

2024 年，郑州体育坚持以人为本，公
共体育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过去的一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蓬
勃开展，成功入围国家和省全民运动健身
模范市建设名单。以创建工作为契机，突
出“全民健身我参与、体育强市我添彩”主
题，“动起来·郑精彩”之N个系列活动不断
丰富完善。“千村百镇”“快乐家庭”“黄河故
事”等系列赛事活动影响越来越广，共举办
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1000余项次，参与人次
超过260万，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37883
名，服务基层群众近 20万人次，全面提升
体育公共服务水平。

持续擦亮赛事品牌。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连续 5次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体育
旅游精品赛事”称号，郑州马拉松赛先后获
得中国田径协会铜牌赛事、银牌赛事、最美
赛道特色赛事、民族民俗特色赛事等荣誉
称号，荥阳市致力于共建世界象棋文化之
都，巩义市致力于雪上运动项目，经开区致
力于赛车运动，郑东新区致力于水上运动，

上街区致力于航空运动等，形成了“一区一
品”的赛事品牌格局。

深入推进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
建设，圆满完成 400块体育场地建设任务，
新增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296 处，完成率
148%，累计完成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30万
平方米以上，圆满完成了本年度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建设任务。持续推进全市公共体
育设施重大项目建设以及公共体育场馆向
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建成郑州市市民
健身中心。

坚持人才培育发挥多元价值

2024 年，郑州体育坚持后备人才培
育，充分发挥体育多元价值。

过去的一年，郑州市继续深化体教融
合，以省、市两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抓
手，鼓励市级专业训练体系（体校、少体校、
专业协会）走进学校开设训练点，充分发挥
学校体育在足球、排球、篮球、田径等项目
苗子集中的优势，推动退役运动员到学校
担任教练员。

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开展市队校办、市
队社会俱乐部办的模式，充分利用社会力
量开展青少年业余训练。全年完成二级、
三级运动员认定6个批次，共982人次。

积极引进和举办各级各类青少年体
育赛事，成功申办全国 U系统赛事和手球
全国嘉年华幼儿手球比赛、省级青少年竞
技赛事 10 余项，全年举办各级各类青少
年赛事 500余项,开展市级以上赛事活动

40项次。
制定《郑州市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 2024—2026 周期工作意见》，成立
第十五届省运会备战办，制定备战方案，规
划训练布局，对部门项目负责组训单位进
行调整。由河南体育学院、河南省体育科
技中心、郑州市体育局共建成立郑州市体
育科技中心（反兴奋剂中心），更好地推动
体育科技与运动健康的融合发展。

2024年，郑州市获得世界冠军6个，亚
洲冠军 2个、亚军 3个，7人入选国家队，新
增注册运动员 2689 人。展现了郑州竞技
体育的实力和风采。

坚持提质增效焕发产业活力

2024 年，郑州体育坚持提质增效，焕
发体育产业活力。

过去的一年，郑州市产业统计规范开
展。进行了 2024 年度全市体育产业和体
育场地设施的全量统计调查工作，全市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11 平方米，三大球场

地拥有量达每万人9.4块。

聚焦体育赛事、文娱旅游、国货“潮品”

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郑州市体育局联合市

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
活动。近 50项赛事活动举办地从体育场
馆扩展至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体育公园、
商业中心、步行街等公共区域，体育赛事综
合效益进一步增强。据不完全统计，2024
年，郑州市举办的各级各类赛事拉动直接
消费4.21亿元，间接消费10.4亿元。

2024年，郑州市体育局还与市场监督
管理局及相关部门协调和沟通，对《少林长
护心意门拳》《少林太祖长拳》《少林阴手
棍》进行了郑州市地方标准项目的立项审

核，标志着少林武术在标准体系建设、标准

制定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回顾硕果累累的 2024年，展望充满希

望的 2025年，郑州市体育局负责人信心满

满：2024年已经过去，收获也已成为历史，

郑州体育事业发展需要努力担当。2025

年，市体育局将以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全民

运动健身模范市为契机，聚焦体育体制机

制改革，着力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着力推动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

革完善，着力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

体育力量。 本报记者 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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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加快体育郑州建设新篇章
——2024年郑州体育盘点

刚刚过去的2024年，对于郑州体育事业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郑州市体育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决策部署，锚定加快体育郑州建设总目标，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等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了体育事业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这一年，郑州市继续开展全民健身补短板提升行动，完成400块体育场地建设任
务，累计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30万平方米以上，新增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296处，圆满完
成了本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任务。建成郑州市市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设施
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提升。

从2024年激光跑世锦赛和2024年现代五项世锦赛暨巴黎奥运会现代五项资格
赛到“新发展”2024年世界 F1H2O摩托艇锦标赛中国郑州大奖赛，从第十三届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到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这一年，郑州市举办了5项国际赛事和
7项国家级赛事，累计吸引近 60个国家和地区近 3万人次选手参赛，进一步擦亮了

“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城市品牌，实现重大活动出圈出彩。
这一年，郑州体育产业发展快速推进，“体育+”多领域融合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郑州市全年举办的各级各类赛事拉动直接消费4.21亿元，间接消费10.4亿元……
2024年，郑州体育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奋力谱写加快体育郑

州建设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陈凯文/图）“注
意你移动的步伐。”“你击球的位置
不对，才打不到球。”近日，位于中
原区滨海花园社区的志恒乒乓球
俱乐部内，“郑州银行杯”2025年
郑州乒乓球精英大奖赛赛前系列
活动之国球进社区活动在这里启
幕（如图）。赛事主办方邀请专业
乒乓球教练员走进社区，为社区乒
乓球爱好者带来专业乒乓球指导，

也为即将开始的赛事预热造势。
2025 年郑州乒乓球精英大

奖赛，将于 1月 10日至 1月 12日
在郑州市体育馆举行。本次国球
进社区活动作为赛事的相关配套
活动之一，由郑州银行联合郑州
世聚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从 2024年 12月 28日持续到
2025 年 1月 4日。在此期间，活
动举办方邀请专业乒乓球教练走

进郑州市主要城区的 13 个社区
站点，向广大社区居民乒乓球爱
好者传授乒乓球发球、击球等“秘
籍”，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

社区体育是开展群众体育
活动的重要形式，是落实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的基础工程。此次
国球进社区活动，是推动全民健
身运动、普及国球文化的一次有
益尝试。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获悉，由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陈星灿、柳士发主编的图书《新
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日前出版。该书收录了 2012~2023年荣
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120个考古项目，其中河南 17项入
选，其中郑州有新石器时代的巩义双槐树遗址，夏商周时期的郑
州东赵遗址、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等 4项成
功入选。

考古工作成就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
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多年来，郑州积极推进各项考古发掘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等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收获，有力实证了中原地区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生动面貌。
反映了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手段日益更新、考古专业队伍
不断壮大。

据了解，《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收录项目均为兼具学术价
值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项目，如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殷
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三星堆祭祀区、海昏侯墓、“南海Ⅰ号”沉
船、“致远”“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等。120个考古项目，按年代顺
序编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至隋
唐、宋元明清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邀请相关考古专家撰写导读，
概述该领域近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发展状况。本书通过规范
科学的文字和大量遗址、文物、发掘工作图片，对新时代以来的考
古新发现进行科学阐释和全面归纳，系统回顾和总结新时代中国
考古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

四项考古项目书写“郑州时刻”

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距今 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
型聚落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
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
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不仅被誉为黄河文
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还被专家称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专家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
的郑洛地区这一大型聚落群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
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
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
关键材料，将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出版

郑州4项考古成果入选

推动全民健身普及国球文化
我省戏曲电影“双喜临门”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25年新年伊始，我省戏曲电影再传
佳音——豫剧电影“穷不怕·奇缘”之《讨饭国舅》在浙江横店影
视城顺利杀青；越调戏曲电影《六出祁山》正式开机。

豫剧《讨饭国舅》是偃师豫剧团经典剧目之一，舞台版曾多
次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该剧讲述了吴明志救助被拐卖
的妇女、收留无家可归的姐弟、为救他人不惜倾家荡产的故事，
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坚持正义、勇于担当的人物形象，全面阐释
了责任与担当、付出与奉献是人生永恒主题的深刻内涵。

豫剧电影“穷不怕·奇缘”之《讨饭国舅》由全国豫剧十大名
丑、国家一级演员王艺红领衔主演，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和郑州
赢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在浙江省横店影视城紧锣密
鼓拍摄12天。

越调戏曲电影《六出祁山》由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领衔主
演，河南省越调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河南风华集团有限公司、郑
州赢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申小梅戏曲艺术中心共同出品。

《六出祁山》改编自越调舞台剧，讲述了三国时期蜀汉丞
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最终病逝五丈原的悲壮故事。
影片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故事更加生
动、感人。

河南足球队开启
新年首堂训练课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新年伊始，河南酒祖杜康足球队在主
帅南基一的率领下顺利抵达昆明并开始紧张的冬训。

首堂训练课上，全队满怀信心圆满完成全天的训练任务。
按照计划，河南队将在昆明一直集训到 1月 27日，其间会完成
体能储备训练，并通过热身赛来磨合阵容。在短暂的春节假期
之后，球队将前往韩国拉练，通过一系列的热身赛为 2月 21日
开始中超联赛做最后的准备。

相比较去年年底的冬训阵容，河南队这次变化不小，其中老
将顾操和柯钊均未随队前往。“新人”当中，来自武汉三镇的何超
可以说是今年河南队重点引进的一个队员，在外援德尼奇离开
之后，在南基一的战术思路中，将会使用长于拦截的何超和队
长王上源组成双后腰。亚泰是何超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他
在亚泰待了 5个赛季，在 2019年转会到了广州恒大。同年，他
又被租借到江苏苏宁，踢了半年的比赛。之后他又回到了恒
大，直到 2022 年他才转投武汉三镇，并帮助球队拿下了 2022
赛季的中超冠军和 2023年的超级杯冠军。2024赛季，何超因
为伤病影响，只为三镇出场 18次。他的加入可以增强河南队
中场的实力。

除此之外球迷还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曾在河南队
效力多年的尹鸿博，此番回归，也引起球迷关注。早在2013年，
尹鸿博就加盟了当时的河南建业队，成为球队的中场主力，后来
他先后辗转河北华夏、梅州效力。生于 1989年的尹鸿博，今年
就将年满 36岁，以如此“高龄”回归河南队，再占据主力位置的
可能性并不大，但脚法秀丽、跑位灵动的尹鸿博，作为队内为数
不多的技术型球员，可以成为南基一战术体系中的有效补充。

在外援方面，已经续约的纳萨里奥、迈达纳以及尚在合同期
内的阿奇姆彭预计会在 1月 5日前后直接前往昆明和全队会
合。至于科维奇、德尼奇离开后留下的空缺，据了解，南基一倾
向于再引进一位强力前锋和一位中后卫，目前俱乐部也正在和
目标人选接洽。

1 月 5 日，在天津华夏未
来剧院，少儿京剧演员在台上
演出。

当日，2025华夏未来新年京
剧晚会在天津举行。来自华夏
未来少儿京剧团的小演员们为
观众带来京剧《四郎探母》，弘扬
传统戏曲文化。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双槐树遗址现场负责人张吉钦讲解
考古发掘过程（资料图片）

郑州东赵遗址自 2012年开始发掘，迄今为止已有龙山文化
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等重大发
现。在2000多年的长时期内，文化序列发展非常连续且完整，对
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完备建立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支撑,再一次证明了郑州处于当时文明时空的核心坐标，在
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史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
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兆域面积约 3万平方米，形成了一处结构
与功能明确、具有整体系统性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这批墓葬的等级化、差异化明显，是当时社会阶层分化的具体反
映，展示了早商时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是郑州商城近
年来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兆沟形制、年代均是中国最早。书院
街墓地发现的兆域，是早商时期这一制度首次发现，把中国兆域
制度推到了早商时期，填补了郑州商城空间布局的空白，使商代
王都的文化要素更加明晰。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位于新郑市区周
围。城址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平
方公里。城墙用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基宽40～60米，高15～18
米。北墙外侧有数处马面建筑,是全国最早的新型城墙防御设
施。发现城门遗址4处,在城内南北走向有一隔城墙，把故城分为
东西两城。西城内分布有韩国宫城和宫殿区、缜丝作坊遗址。东
城内分布有郑国宫庙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和韩国铸铁、制
骨、制玉、制陶等多处遗址。故城内外有郑韩两国贵族墓地多处，
其中大型韩王陵墓群 12处。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
国都城的典型模式,是目前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
高、面积最大的古城。

新书打造考古传播桥梁

出版方表示，《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的出版，是向时代抒
怀的一种方式，也是承载中国考古发展历程的浪漫篇章。本书为
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入选中宣部 2024年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晦涩难懂的考
古知识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寻常百姓家，从而启迪一代人的
考古梦想，激励一代人的考古追求，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搭建在考
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也激励广大考古工作者勇于担当、奋发有
为，接续为新时代的考古事业贡献力量。

璜形玉龙出土自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被誉为“早商第一古
龙”（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