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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到济南动车组明日开行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刘世

忠）1月20日，郑州至济南动车组开行，
全程运行时间5小时9分钟。

郑州至济南的动车组D158/D157，
在郑州火车站的开车时间是 12：53，到
达济南的时间是 18：02，中途共停靠开
封、商丘、徐州、兖州、泰山等站。济南
至郑州的D157次在济南的开车时间是

18：22，到达郑州的时间是23：33。全程
票价：一等票价 248元，二等票价为 207
元。

另外，昨日是中国传统的“小年”，
也是郑州火车站高校学生寒假返乡客
流高峰的最后一天，全天客流 8.3 万人
以上。目前客流主要去往北京、上海、
广州、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成都、重

庆等方向。从车票方面看，目前向南方
向广州、深圳和西南方向重庆的车票
较为紧张，前几天较为宽松的大连方
向也趋于紧张，但由于郑州火车站加
开了往广州、大连、重庆的始发临客，
运能比较充足，仍可以买到车票。成
都方向客流紧张状况已经缓解，车票
都可以买到。

学习传统文化
丰富寒假生活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从昨日开始，市中小学校正式
进入寒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寒假中，市区一些学校为
了给学生减负，少了一些书面作业，更多地布置了一些收集
民俗民风的传统文化作业。

昨日上午，在金水区龙子湖第一小学举行的新春联欢
会上，学生们诵读了经典的古诗词，并用舞蹈和歌曲的形式
表现出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校为了让学生们了解
传统风俗，特别给学生们布置了收集春联、写风俗日记等一
系列的寒假作业，包括了解春节的来源，搜集家乡的春节习
俗等。写春节日记，搜集春节对联，做一份关于春节的手抄
报等，以此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在二七区京广路小学，学生们今年寒假则要完成一份
特殊的“作业”，春节拜年时不要压岁钱，向父母“讨句压岁
言”，讨教可以帮助自己发展、成长的话语，并趁着假期与父
母交换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感受长辈们的人生体验。该校
校长景松峰认为，学生们平时与父母交流得很少，借这次活
动能让亲子之间彼此敞开了心扉，感受到相互之间的爱。

劳动监察去年追发
拖欠工资1673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红）劳动者法律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昨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公布了2008年全市劳动保障案
件投诉情况，当年共接待劳动者举报投诉近2.8万起，比上
一年度增加一倍有余，而其中四成案件事关劳动者工资。

据统计，2008 年，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接收劳动者
举报投诉27711起，是2007年举报总数的2.24倍。去年，劳
动者举报投诉案件最多的依次是：工资、劳动合同、社会保
险、工作时间及休假问题。其中，排在举报投诉榜首的工资
案件10819起，占投诉总数近四成，是2007年同类案件数量
的近 3倍。通过执法检查，劳动监察机构当年共责令用人
单位补签劳动合同19925人，追发劳动者工资1673万元。

市劳动监察支队负责人张国庆表示，举报投诉案件成
倍增多，充分说明劳动者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正在不断
增强。此外，从检查情况看，随着新《劳动法》推广实施，全
市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上升。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维持较高水平，非公有制企业签订率提高，机关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组织和建筑施工企业、中小餐饮服务企
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建筑、物业、保安、家政、中小餐饮
业等投诉案件明显增多。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提醒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定要依法维权、敢于维权，市劳动保障信息中心12333及
市劳动监察支队 67439828 两部热线随时接受劳动者举报
投诉。

昨日是大年二十三，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柿园水厂邀请了我市贫困家庭的27
位代表参观了水厂制水的工艺流程，并和供水职工们一起吃麻糖、饺子，度过了一
个其乐融融的小年。 本报记者 汪静文 摄

昨天是传统小年，紫荆山公园邀请了十几名省会知名书法家在紫荆山广场为
游人书写春联，赠送吉祥。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摄

临近春节，修饰一新的建设路过街天桥恢复通行，市民购置年货和
穿越马路更加方便、安全。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春节期间

您可和“鸟明星”亲密接触
本报讯（记者

王璇 实习生 郝萌
文/图）为增添节日
情趣，春节期间，鸟
类生态园中的 20
余种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鸟类“明星”，
将在园内巡游，游
人可以和它们亲密
接触，合影留念。
昨日上午，与“鸟明
星”一起合影的小
朋友兴奋不已。

昨日是农历的
小年，11 时许，记
者在人民公园内的
鸟类生态园，看到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到园内观看，在鹦
鹉剧场内，有几个
小朋友拿着鸟食正给鹦鹉喂
食，家人拿着相机忙着给孩
子留影。

据人民公园负责人介

绍，人民公园内共有 260 多
种、5000 余只鸟。“为增添节
日气氛，游人可以免费和它
们合影留念。”

近日，河南珍宝艺术文物书画司
法鉴定所的古玩鉴定专家侯玉忠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

20多年前，他不过是名民间的文物
爱好者。一路跋涉，他炼就了一双洞察
秋毫的明眸，从一名普通的古玩发烧
友，蝶变成一位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的
古玩鉴定专家。他用一颗平常心，为记
者揭开了古玩鉴赏神秘的面纱。

“乱世藏黄金，盛事兴古玩”，上世
纪 80 年代初，我市古玩市场的出现，
荡起了老侯胸中的情愫。在那个年
代，他和众多的收藏爱好者一样，痴迷
于金水河边地摊上的“瓶瓶罐罐”，一
有空闲就泡在古玩摊上，拿从牙缝里
抠出的“闲钱”换些“破盆烂罐”回家。

老侯执著、用心。由于工作关系，
他常年奔波在黄河两岸，利用所有的
空闲时间，走乡串户收集老器物。老

侯收藏古玩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
到精，积少成多，家里很快变成了“博
物馆”。巨款花出去了，生活出现赤
字，家庭也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在圈
内小有名气，胆子也大了起来，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东拼西凑用 3.5 万元淘
回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不久
发觉，此物一文不值，这件事给了他毁
灭性的打击。但他没有一蹶不振，他
发誓为了自己不被“打眼”，也为了让
别人不再受骗，一定要把古玩这一行
看透、学精。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足迹遍
及北京、陕西、甘肃、上海等地博物馆，
拜师访友，默默学习与古人对话，与古
物对话，学历不高的他把一部《中国通
史》看得烂熟，1988 年又师从河南文
物局资深学者、著名文物鉴定家周道
先生，经先生言传身教，老侯淬火成

钢，学有所成。在老侯的世界里，除了
吃饭睡觉，就是文物。

老侯告诉记者，搞文物收藏要有
一颗平常心，不能被一夜暴富的心理
左右，暴涨的私欲会让人唯利是图、不
择手段，那样就失去了鉴赏文物的意
义，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他曾欣
然把自己收藏的 20 多件青铜器、玉
器、陶瓷等价值数十万元的文物捐赠
给了博物馆，他说，只有在那里，这些
文物才能得到最好的养护，才能真正
发挥它们的作用。

老侯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古玩鉴定
者而不是古玩商，他说，古玩商和古玩
鉴定者有本质区别，古玩商是以买卖
古玩赢利为目的，古玩鉴定却是以辨
别真伪为乐趣。作为一名文物鉴定
者，有一颗公平、公正的心，这一枯燥
的工作就会变得有趣。

古
玩
收
藏
欲
玩
还
休

“盛事古董，乱市黄金”这句话浓缩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古玩市场和民间收
藏活动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过去，古玩玩家多为富豪、名人，购
藏目的偏重陈设赏玩，玩家与商家人数
有限，各种古玩交易行规容易建立，也能
为参与者自觉遵守。

古玩行当里有很多说道。真东西被
人买走，叫“捡漏”，假东西被人买走，叫

“打眼”。中国曾出现过四次作伪高潮，
第一次出现在宋代，以仿造商、周青铜器
为主。第二次高潮是清乾隆时期，名人
字画的造伪、作假，连乾隆皇帝也难辨真
假。第三次高潮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大
量复制、仿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
物，无所不造、无所不仿。第四个高潮是
改革开放后，随着收藏热的兴起，仿造的
东西更是五花八门，运用高科技三维扫
描技术，做出的东西和原物一模一样，每
每使专家学者“打眼”。

文物鉴定有着很强的学术性和技术
性，不是学问深、资格老甚至是考古专家
就能胜任的，一个优秀的文物鉴定者既
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有丰富的实
战经验，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平常心。

本报记者 唐 强

意趣涵高远 冷眸鉴古今
——访古玩鉴定家侯玉忠

本报记者 唐 强 文/图

思绪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

坎坷经历给了老侯一双明亮的眼睛

为自己开启一片天空

义务为藏友甄别古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