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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古今的沉浸式之旅
走进中铁·泰和里的华裳阁汉服体验馆，

近百件汉服，宋制、明制、唐制……每一种款

式都惊艳了岁月。“199元的妆造，包括化妆

和造型需要两个多小时。店周围的装修古色

古香，怎么拍都好看。”刚刚结束拍摄的市民

浅浅说道。

国风体验馆互动性强，注重顾客的参与

感。“初体验的游客，往往首选宋明、魏晋时期

妆造，第二次来会比第一次更注重妆造的细

节。资深的国风爱好者甚至希望1∶1复刻古

画里的妆造。”店铺主理人朱丽表示。

除了文化体验，有些国风体验馆还提供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商品销售，如汉服、手工艺

品、茶叶等。工作之余，家在东区的小于便时

常光顾一家名为“少卿茶肆”的生活美学茶空
间。“从采茶、制茶到读茶诗、赏茶画、学茶艺，
这里提供汉服、茶服，也提供专门的解说、非

遗传承人手把手指导，让茶体验仪式感满
满。”小于告诉记者。

有的国风体验馆突出文化特色，以传统
文化为核心，通过各种形式的展示和体验，
让顾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国风的魅力。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是对国家级非遗

技艺扎染的总结。郑州青衿扎染店铺中，每

天都会有来自各地的客人前来。90后姑娘

小昀说，自己在日常购物方面逐渐回归传

统，越来越喜欢买国风礼物了：“这样的礼物
高级感满满又兼性价比高，关键是自己亲手
做的，独一份。”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传统舞剧一票难求，博物馆人头攒动，

电影《长安三万里》等爆火……随着一扇扇
国风之门被打开，民族文化根和脉的厚重绵
延被逐渐挖掘，不少人将这种心态称为“血
脉觉醒”。

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国风体验馆的成
功在于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以及能
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让顾客在体验中
感受文化的深厚底蕴。

走进天下收藏二楼的香境沉香文化馆，
淡淡的香气沁人心脾，古朴的木架上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香料。00后小河正在这里打香
篆：“我的性格比较急躁，但在这里待一下午，
做了盘香和线香，我真的感觉能改变一个人
的心境。”

“坚持古法制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

对历史的致敬。”店铺主理人说，希望更多年
轻人了解并爱上这份芳香艺术。

而注重顾客体验则是另一个成功秘诀。
在星河里唐宫夜宴实景演绎文化园，三步一

景，五步一画，书中的大唐盛世在这里具象

化。市民小米仿佛“穿越”回唐朝，“偶遇”了

唐朝翩翩起舞的舞姬。

在二七区万象城的“诗画中国”飞行体验

馆，裸眼飞行体验让人十几分钟就能游览祖

国大好河山。“将传统与现代元素结合，将视

觉、听觉、触觉结合，身临其境感受古今相遇

的精彩瞬间。”游客小成意犹未尽地走出飞行

体验馆感叹道。

除了线下门店进行销售，郑州衣礼新国

风体验馆主理人言兮今年在抖音平台开通账

号。她告诉记者：“开设抖音账号不仅能跟顾

客线上沟通，扩大营业范围，还能吸引更多顾

客线下购买。”

挖掘内涵绽放国潮魅力
国风体验馆乘着国潮的东风，在增加互

动参与、调动消费者能动性的同时，也为消费

者带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

河南茵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视觉总监赵

丹建议，在场景营造与设计上，可以打造精美

且真实的国风环境。比如在建筑风格上，可

以借鉴古代宫殿、园林等样式。还可以融入

科技元素增强沉浸感，为场景增添奇幻色彩

与互动体验。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刘

涛说，要深度挖掘和呈现文化内涵。比如

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讲述历史故事

与文化传说，让大家深入了解文化内涵。

“商家可以定期举办国风文化活动，提供传

统手工艺制作体验，让大家亲身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

在产品与服务创新上，如果手作店铺主

理人王晓丽表示，可以推出具有国风元素的
特色商品，如文创产品、服饰、饰品、食品等。
对于国风体验馆的互动与社交体验方面，深
耕一线的探十里“Z”先生密室工作人员黄青
宛说，可以在场景中设置各种互动游戏和任
务。此外，还可搭建专门的社交平台，让大家
在上面分享体验，促进互动。

中医药“牵手”人工智能

张仲景机器人来了
本报讯（记者 王红）当传统中医药“牵手”人工

智能，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智慧火花？昨日，记者从河
南中医药大学获悉，经过多部门联合协作，张仲景机
器人（1.0版）正式亮相，这款中医机器人将人工智能
技术与传统中医药相结合，可在教学、医疗和科研等
领域发挥作用，让中医诊疗服务更加便捷和精准。

据介绍，张仲景机器人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牵头，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及仲景宛
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协作完成。这款机器人
围绕《伤寒杂病论》进行开发，具有教学测试考试、学
生自学闯关测试、四诊数据采集、临床应用智能辅助
诊疗、后世伤寒大家学术思想知识库等功能。

在进行诊疗时，可将安装了采集设备的特殊腕
带戴在患者手腕处，屏幕上就可以出现患者寸、关、
尺三脉的图像……不仅如此，张仲景机器人还可以
通过面诊、舌诊和脉诊采集，给出参考诊断及对症药
方。这款机器人融合了复杂语音识别技术、深度学
习算法及中医语义分析模块，聚焦中医传统四诊望、
闻、问、切，通过高精度的定量化数据采集，实现跨模
态数据融合，辅助诊疗决策，帮助医生和患者获得便
捷、精准的中医诊疗方案。

与张仲景机器人同时亮相的，还有由河南中医
药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市卫生健康委中医局联
合研发的张仲景中医药大模型（1.0）。张仲景中医
药大模型包含中医临床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基于辨
机论治病证关联模型、中医药智能教学等功能。区
别于常规大语言模型，该模型融合中医临床的“思
辨”推理机制，从四诊信息推理诊断疾病病机与证
候，为数智中医提供临床思辨推理能力。

据悉，目前河南中医药大学已成立数智中医药
研究院，以“人工智能+中医药”为研究主题，组建科
研团队联合攻关，开展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
融合研究，助力中医药现代化。

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国风盛宴
国风体验馆带“火”国潮风

本报记者 陶然 文/图

点朱唇、描蛾眉、簪金钗、着华裳，
穿梭于秦砖汉瓦间，恰似故人归……穿
着汉服游览拍照；周末三五好友相约，
打卡中式糕点、古风茶饮……国风体验
馆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主题，集展示、
体验、互动、购物于一体的文化体验场
所。馆内通常设有汉服展示区、手工艺
品制作区、茶文化体验区等不同功能
区，让顾客在参观的过程中，能够全方
位了解国风文化。

随着国潮风渐起，目前国风体验馆
的经营特点有哪些？此类体验馆的成
功秘诀又是什么？记者近日走访了郑
州多个国风体验馆。

（上接一版）推进引（提）调水工程建设。
建成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供水配套工程，基
本建成漯河市引澧入颍、纸坊—少林水库连通
等一批引调水工程，实施西霞院水利枢纽与南
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联通工程，推进郑开同城东

部供水工程建设，开工建设南水北调豫东水资

源配置工程，实施槐扒二期、新安引黄提水等

豫西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研究论证南水

北调中线与水库连通工程、陆浑水库—白沙水

库连通工程。

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加快实施农村

供水骨干水源配套、水源改造、水处理设施升

级和城镇供水管网延伸等工程。实行农村供

水工程县域统管，尽力实现县域内供水同源、

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

推进灌区工程建设。建成小浪底北岸灌
区、小浪底南岸灌区、赵口引黄灌区二期、西霞
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等工程，加快建设前坪
水库灌区、出山店水库灌区和故县水库灌区工
程，实施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和三义寨、
大功等80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开工建设引丹灌区二期工程。加快推进大
别山临淮灌区、鸭西灌区、燕山水库灌区工程
前期工作，研究论证豫东沙河、豫南淮汝、西大
岗等灌区工程。

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运行
坚持“扩排、增蓄、控险”相结合，统筹防洪

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健全工程体系，强化
调度管理，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

《方案》要求，增强洪水调蓄能力。淮河流
域建成袁湾水库、庙湾水库，基本完成昭平台
水库扩容工程建设；黄河流域开工建设九渡水
库，加快推进桃花峪工程和小河口水库工程前
期工作。完成白龟山、田岗等水库和颍河化行
闸、老涡河丁庄闸等水闸除险加固，对新出险
的病险水库、水闸实施除险加固。

畅通防洪排涝通道。实施黄河险工及控
导工程加固，推进淮河干流上游治理工程前期
工作。实施唐白河、卫河（共产主义渠）、沙颍

河、洪汝河、金堤河等 13条流域面积在 3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和黄鸭河、澧河等

50条流域面积在 200~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

河流治理。

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运行。开展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沿线防洪安全隐患动态

排查整治。完成少林、五星、陡坡、老虎洞（郏

县）、蟒河口 5座南水北调左岸的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实施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防洪影响处
理工程，对左岸排水河沟、退水通道等进行系
统治理。

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按规划有序推进
重点防洪工程建设。

推进农田排涝工程建设。以现有河湖、渠
系为基础，统筹中小河流治理、灌区建设改造
等工程建设，加强平原涝区治理，修复因灾损

毁河道及渠系、堤防、涵闸、泵站等设施。
提升洪水风险防控能力。充分利用新技

术新理念，完善全省洪水风险图，提高防洪调

度精准性。

完善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
大力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强化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幸福河湖。

《方案》指出，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开

展河湖和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确定与

保障工作，完善贾鲁河、伊洛河等28条重点河

流44个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调度和监测预警机
制，建立生态流量考核断面信息通报制度。实
施母亲河复苏行动，确保重要河流断流河段实
现有水并持续过流。

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在商丘、周口
等 15个省辖市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统
筹利用长江水、黄河水和当地地表水开展水源
置换，结合强化节水、禁采限采等措施，压减地
下水超采量 5.73 亿立方米，逐步实现采补平
衡、水位止跌回升。

强化水源涵养保护。加强太行山东部、
伏牛山、桐柏—大别山等山地丘陵区和南阳
盆地等区域重要河流源头区、上游区林草植
被建设与保护，大力培育水源涵养林。在丹
江口水库库区及上游、伊洛河上游等地区实
施水源涵养林营造工程，强化封禁治理，促进

生态自我修复。
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以黄河流域、丹

江口水库库区及上游水源区为重点，建设淤地
坝 6座，实施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1000
平方公里、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0万亩。

开展淮河、贾鲁河等航道建设
运用新技术，建设数字孪生水网，推进水

网融合发展，健全管理机制体制，《方案》还提
出一系列配套措施。

加快建设“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

体系，全面提升水利对象全要素、治理管理全

过程智能感知能力，推进数字孪生水网建设。

加强省级水网与国家骨干水网衔接，与

市、县级水网互联互通，打通水网建设“最后一

公里”。加强水网与航运融合发展，开展淮河、

贾鲁河、沙颍河、唐白河航道建设，推进周商永

运河、唐河沙河联通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构建

出海水运通道主骨架。

《方案》要求，积极探索“投建管运”一体化

建设管理模式，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和专业优势
的水管单位作为水网建设运营实体。持续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善用水管理、水价形
成、工程管护、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完成
146 个县（市、区）农业水价改革任务，实现 5
万亩以上大中型灌区渠首计量全覆盖。强化
用水权交易，开展南水北调水量结余指标转
让，优化水资源配置。

明年基本建成“八横六纵”现代水网布局

去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首次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

（上接一版）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50%。
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超7500万千瓦，历史性超
越火电成为装机主体电源，占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
过 5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全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达
到1158亿千瓦时，占全省电源发电量的比重超过三
成，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含新量”特色亮。2024年，河南因地制宜加快
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引
领性先进项目相继开工和投运。

蓝皮书指出，2024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进
入全国前五，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公共充电网络，行
业发展呈现“充电设施规模高速增长、充电量规模可
观、公共快充需求旺盛”的特征。全省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突破200万辆，增速50%左右；全省公共充电设
施突破15万个，“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50%以上，主
要集中在郑州、洛阳。全省新能源汽车充电量突破
70亿千瓦时，相当于全省电气化铁路全年用电量。
新增公共直流快充桩功率普遍提升至160千瓦以上，
公共充电订单中直流快充桩占比超过 95%。2025
年，初步判断，全省能源消费需求平缓增长，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5.5%左右，能源供需整体保持平稳
有序良好态势。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多领域、多角度分析河南能
源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就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
略、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系列
报道功夫功夫郑州郑州 奇遇记奇遇记

老君洞中“两仪”藏
（上接一版）2009年，两仪拳被确定为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
申亚坤认为，《周易》对中国武术的发展起到巨

大而深刻的影响，两仪拳内蕴太极虚实之玄，外呈两
仪八卦之要，直接用中国本源文化命名，说明它不仅
是一种简单的武术拳法，更是一种蕴含东方哲学深
刻内涵的文化。

起源于宋鼎盛于清
文史资料的记载中，两仪拳起源于宋朝，清朝时

期达到鼎盛。清朝嘉庆年间武状元武凤来返乡途经
沈丘将两仪拳传给魏洪申，使得这一珍稀拳种在河
南得到新的传承。

申亚坤介绍，两仪拳招式奇特，习练之时将拇指
与食指、中指并拢，突然点打穴位有制人而不伤人之
效。他表示，两仪拳集气学、中医学、经络学、力学、
武术、点穴、养生、医术为一体，能练人体五脏六腑及
周身关节肌肉，调解内分泌，气血畅通。

“药罐子”练成嫡系传人
作为全国稀有拳种，两仪拳具有行如龙、坐如

虎、闪如电、发如雷的武术特点，它曾经只留存于周
口沈丘地区，现在习练者已遍布全国各地及美国、澳
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1984 年，两仪拳嫡传第十四代掌门人张震领
在申段庄传授拳术。申亚坤幼时因为体弱而习武，
他跟随外祖父张震领练拳调养身体，经过坚持不懈
的学习，最终由“药罐子”蜕变为通筋亮骨的嫡系
传人，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河南乃至全国推广传
播两仪拳。

2003年以来，张震领带领嫡系传人在郑州收徒
传艺，使得两仪拳的技击点穴效果和养生诊疗功效
逐渐被人们周知。申亚坤跟随教学，同时系统学习
两仪拳理论知识，拳法功力越发精纯，多次参加传统
武术比赛并斩获奖项，更将传承两仪拳当作了自己
的责任。

“两仪拳人人可练。”申亚坤说，两仪拳注重人体
五脏六腑的功能调节，可以平衡阴阳，缓解人体的亚
健康状态，焕发整体的精气神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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