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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拜始祖
祈福迎新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通讯员 时凯)金蛇狂舞贺
新年，黄帝故里拜祖先。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
就要到来了，新郑黄帝故里景区将在新春佳节
期间隆重举行第五届敬香祈福年会，诚邀广大
游客畅游黄帝故里，拜谒祖先，祈福纳祥，欢欢
喜喜过大年。

在这期间，黄帝故里将举行一些丰富多彩的
活动。活动之一是除夕夜敬香祈福仪式。除夕之
夜（2月9日）零时，黄帝故里景区将诚邀社会各界
群众代表，在最为古老神圣的故里祠举行主题为

“故里祈洪福、家和万事兴”的除夕夜敬香祈福活
动。活动议程将营造出浓厚的、富有年味的辞旧
岁、迎新春、祈洪福的美好氛围，通过盛世钟鸣、敬
奉贡品、敬香祈福、行施拜礼、高唱颂歌、叩拜祈福
等议程，在除夕之夜守岁、祈福、迎新年，表达炎黄
子孙对新年平安幸福、家和万事兴的美好祈愿。

最令人注目的活动要算新年首场拜祖仪式。
大年初一（2月 10日）上午 9：50，黄帝故里景区将
在拜祖广场上举行主题为“千人敬香拜始祖、万民
祈福过大年”的新年首场拜祖活动。在悠扬空灵
的黄帝颂乐曲中，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游客将以
敬献花篮、焚香敬拜等方式，表达新年新愿望的良
好祝愿，黄帝故里人民努力建设幸福家园、和谐新
郑，努力建设华夏民族寻根拜祖圣地、打造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祈求祖国和平统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据了解，春节期间，人们也可以登录黄帝故里
景区网站（www.hdgl.cc）参与网上拜祖祈福，还可
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写下新年美好的祝愿@黄帝
故里景区，与众多网友分享自己的美好心愿。

目前，黄帝故里第五届敬香祈福年会祈福券
已经开始预售，有意愿参加除夕夜敬香祈福仪式
和新年首场拜祖仪式的社会各界嘉宾，可以拨打
拜祖祈福热线（0371-69902555 69950186）报名
参加。

“新郑有个陶庄村，这几年的变化真
不小。柏油路，宽又长，两旁路灯明晃
晃。吃着免费安全水，家家庭院明又
亮。文化广场逛一逛，一年四季常开
放。年轻人来跳健身舞，老年秧歌队锣
鼓响......”说快板的这位老人已经 78 岁
了，名叫刘麦花，是新郑市和庄镇陶庄村

老年秧歌队的一员。
据陶庄村支部书记孙兰针介绍，这

支秧歌队已经成立5年了，成立最初只有
几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 30 多人。成员
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56岁，平均年龄
也 60 多岁。排练的节目除了秧歌外，还
有快板、盘鼓和老年舞。

说起成立老年秧歌队的初衷，组织
者之一吕勤妮说，以前村里的老年人在
家没人陪，就想参加村里年轻人的文艺
队图个热闹，但又跟不上年轻人的快节
奏，于是几位老人一商量，干脆组建了自
己的老年秧歌队。从那以后，大家经常
在一起自己动手做道具、编快板、扭秧
歌，有说有笑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

“看着我们练得有意思，越来越多
的老人都心动了，陆续加入了我们的队
伍。”秧歌队里年龄最大的老人刘喜迎
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自打我参
加秧歌队以后，和大伙聚在一起，扭扭
秧歌，说说话，不光锻炼身体，有啥烦
心事一会儿就忘了，心情也好多了。别
看我已经82岁了，可扭起秧歌一点也不
比 别 人 差 ， 大 家 都 说 我 越 活 越 年 轻
了。”老人接着说，多年来，在玩乐的
同时，大家已经产生了感情，不管谁有
个头疼脑热的，大家都会过去嘘寒问
暖，有时孩子们都上班，老人没人照
顾，大家就会过去帮忙照顾，说说笑

笑，感觉什么烦恼也都没了。
孙兰针告诉记者，老年秧歌队不仅

丰富了老年人的文体生活，更消除了留
守老人独处的寂寞，所以村里大力支持
老年秧歌队，购置演出服和音响设备，目
的就是竭尽所能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共产党真是好，尊老爱幼第一条；
七十老人有养老金，八十岁了往上涨；贫
困户有低保，六十坐车不要票；百姓欢迎
共产党，老人的生活步步高......”说快板
的刘麦花老人说，这些年党的合作医疗、
养老保险政策让老年人没了后顾之忧，
也正是因为这些，老人们才能像现在这
样每天过得开开心心，所以他们把党的
各项惠农政策和宣传反赌、邻里团结等
内容编进快板，走街串巷表演，很受群众
的欢迎。

记者离开时，老年秧歌队扭得正酣，
夕阳的余晖洒在每张笑脸上，有种温馨
的美，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话：人生几度夕
阳红，花开绚烂晚霞中。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通
讯员 王凯 文/图）新郑郑韩
故城遗址将实现华丽嬗变，
成为城市最美丽的地方。日
前，作为郑韩故城遗址公园
的启动工程——郑韩故城东
北角城墙遗址公园正式开工
建设，同时郑韩故城正在积
极申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标志着郑韩故城遗
址保护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郑韩故城大遗址保护工作又
进入了新的阶段。

郑韩故城位于新郑市区
周围，双洎河（古洧水）与黄
水河（古溱水）交汇处，是春
秋战国时代郑国与韩国的国
都遗址，是 1961 年国务院公
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首批国家重点扶持保
护的 36 处大遗址之一，也是
20 世纪我国 100 项重大考古
发现之一，其规模和保存的
完整性在东周列国城中绝无
仅有，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
术、科学研究价值。

郑韩故城遗址公园主要
由城墙遗址公园、宫城遗址
公园、大吴楼手工作坊遗址
公园、后端湾综合遗址公园
等四部分组成。

先期建设的是郑韩故城
东北角城墙遗址公园和后端
湾综合遗址公园，而郑韩故
城东北角城墙遗址公园是郑
韩故城遗址公园的启动工
程，位于郑韩故城的东北角
区域。为该启动工程量身制
订的《郑韩故城东北角城墙

遗址保护展示方案》由同济
大学编制，于 2011 年 4 月 6
日由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
（文 物 保 函〔2011〕376 号
文）。规划面积 33.1 万平方
米（含城墙占地 8.3 万平方
米、已建成环城道路 2 万平
方米及城墙内外两侧绿化景
观 22.8万平方米），规划范围
为：从中华北路至人民路城
墙本体，及城墙内侧 50 米、
外侧 100 米区域。主要包括
东北角 1650 米城墙本体的
保护，展示郑韩两国历史、经
济、文化等内容的景观小品，
以及城墙内外两侧的绿化、
道路、景观、给排水、灯光
等。一期工程总投资 2473
万余元，目前该工程已获得
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补助经
费2400万元。

据悉，郑韩故城东北角
城墙遗址公园主要分为三个
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中华路
东区，位于中华路至北城墙
缺口之间，延展长度约 505
米。在中华北路东侧设入口
广场，在广场南侧一段城墙
设登城步道400余米，另外该
段主要在城墙外侧以雕塑、
沙盘、景墙等方式展示郑韩
故城变迁、郑韩风土人情、郑
韩商业、郑韩法治、郑韩音
乐、郑韩诗歌等。第二个区
域是新密线北区，位于新密
线至北城墙缺口之间，延展
长度约 670 米。在北城墙缺
口处设林荫穿城故道，在东
城墙缺口设诸侯会盟广场，

在东北角处设登城观景平台
眺望郑韩湿地公园，并有近
200米长登城步道与之相连，
另外该段主要以雕塑、沙盘、
景墙等方式展示郑韩名人
（韩非、申不害、郑国等）及郑
韩历史事件（郑国东迁、子产
修政、弦高救郑、烛之武退秦
师等）。第三个区域是人民
路北区，位于人民路至新密
线之间，延展长度约 475 米。
在人民路北侧设入口广场，
在广场内设新郑古迹分布沙
盘。该段主要以生态休闲为
主，设桃花林、枣林、樱花林、
桂花林等。

据了解，郑韩故城遗址
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建制、
城市布局、社会生活等方面
的宝贵资料，在我国古代
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建设郑韩故城遗址公园
是实现文物保护惠民生的必
由之路，在实现文物保护和
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传承的同
时，不仅有利于提升城市形
象、打造城市品牌，还能
丰富新郑城市文化内涵和
提升城市价值，有利于优
化城市布局结构和改善民
生。郑韩故城遗址公园建成
后，作为一个集遗产保护、
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生态
旅游为一体的开放式城市公
园，将成为提高城市品位、
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
免费开放的遗址公园也必将
成为广大民众了解历史、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春节民俗
文化知多少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春节。这对于炎黄子孙来讲是一个不同寻
常的节日，它意味着旧年的结束，也象征着新岁
的开始，是真正意义上的“辞旧迎新”。

春节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节日，千百年流传
下来的习俗早已使它成为我们的“文化之根”。
可是，对于当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春节
的一些民俗文化慢慢地被人们淡忘。

尤其是现在的孩子除了知道过年会有“压
岁钱”外，其他却知道得很少。现在让我们一起
重温那些过年的传统文化：

贴春联
春 联 又 叫

“对联”、“门联”，
源 于 古 代“ 桃
符”。人们通过
工整、对偶的春
联来刻画和描述
时代背景，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祝
福和祈愿。倘若
不是接受过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和
熏陶的人是不可
能写出真正意义
上的好春联的。
一副大红春联贴挂在家家户户门前，的确为春
节增添了不少喜气儿和年味儿。

放爆竹
过去过年是

一定要放爆竹的，
那是春节一道必
不可少的程序，好
似一道不可或缺
的大菜。古代过
年时人们以火烧
竹，爆裂发声，用
以驱鬼，“爆竹”一
名由此而来，因此
过去老百姓认为
不放鞭炮不喝酒

就不算过年。大年初一早上一开门的时候或出
去拜年的时候要放“开门爆竹”，又叫“开财
门”。除夕夜全家吃完团圆饭，放爆竹，然后合
家围坐谈笑、吃杂食、守岁到半夜或天明。

包饺子
以前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年糕，这在中

国源远流长。饺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代
曾叫牢丸、粉角、馄饨、扁食等。北方人为何要
在年三十晚上吃饺子呢，一是取其谐音，“更岁
交子”，在半夜旧岁刚过时吃它，喻辞旧迎新。
二是取其吉形，因饺子酷似元宝，喻国泰民富，

“招财进宝”。因此，饺子老少皆宜，贵贱无分。

贴年画
年画是我国独有的一种绘画体裁，因在过

年时张贴而得名。
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色彩鲜明，画面

热闹，线条单纯。题材主要有五谷丰登、春牛、
风景、花鸟和一些封建迷信等。当代的年画在
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工艺到题材都丰富
多彩，很受人们欢迎。

走在大街上，我们看到道路两旁早已挂上
鲜红的中国结，市民办年货、买对联……他们喜
迎新年的热情越来越高，蛇年春节的年味越来
越浓。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新郑三里岗
李记菜刀

新郑三里岗李记菜刀是郑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市级名录项目，其锻打技术，系新郑市梨河
镇三里岗村铁业艺人李买倌家祖传技艺。据李
买倌（现年 76 岁）介绍，这一技术传了多少代，
他也说不清楚，孩提时听他祖父李中仁说：他家
祖籍在新郑县城南街，祖辈都以打铁为生，他家
的老字号铁匠铺锻打的李记菜刀很早就颇有名
声。清朝末年他家迁居城南三里岗村。

说起李记菜刀的传承经历，李买倌回忆
说，要数伯父李鸣凤（已故，1897 年生）技
艺最精湛，成就最辉煌。李鸣凤从十岁就跟父
亲李中仁学打铁，由于他悟性好，又勤奋，刻
苦钻研锻打技术，尤其擅长淬火诀窍，并对各
个技术环节精益求精，因此，他打的菜刀居李
氏几代之冠，人称李鸣凤菜刀。他打的菜刀刚
柔适中，无论切、砍、剁、剔、割、片，都能
使厨师得心应手，不掰豁，不卷刃，轻巧、锋
利。他的菜刀不上集，不赶会，常常坐门催
等，争相抢购。建国后，李鸣凤自愿参加新郑
县铁业社，无私传授菜刀锻打技艺，德艺双
馨。自 1954 年起，他先后出席开封地区、河
南省和全国先进生产者表彰会，1963 年 6 月被
开封地区命名为“手工业老艺人”称号，“新郑三
李岗李记菜刀”也因此名传省内外。

改革开放后，随着机械锻打技术的快速发
展，手工技术产品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冲击，李记
菜刀的生产规模虽日趋萎缩，但产品质量和声
誉仍不减当年。以李买倌、李洪恩为代表的李
记菜刀传承人仍操父辈旧业，其产品仍供不应
求。当今的“李记菜刀”锻打技艺，亟待传承保
护，开发利用。

本报记者 刘冬 高凯 整理

高拱诞辰纪念日
众人祭拜缅怀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1月24日是明代
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救时首辅”高拱诞
辰500周年纪念日。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及
高拱研究会携社会贤达、高氏后裔在高拱墓前共
同祭拜了一代明相高拱，表达对历史先人的无限
缅怀之情。

据了解，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
是隆庆改革的开创者和万历初年改革的奠基者，
主要著作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
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等等，后人
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旅游和文物局对
讲解员考核定级

本报讯（记者 樊鹏飞 通讯员 赵艳丽 刘莎
莎）为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全面提高新郑市旅
游文物景区讲解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1 月
25日上午，该市旅游和文物局对所属景区的10余
名讲解员进行了考核定级。

此次考核要求讲解员以讲解稿为基础，根据
对所属景区以及新郑历史文化的理解，各自撰写
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讲解稿进行脱稿讲解。评
委团则从讲解内容、语音语调、仪容仪表对讲解员
进行考量。最终，来自新郑市博物馆及车马坑景
区的郭杰、薛珂、郭晓峰以精彩流畅的讲解和丰富
的专业知识获得金牌讲解员。

本次对讲解员的考核定级，不仅为各景区讲
解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形象、交流服务技能、提
高业务水平的平台，更为新郑市旅游文物事业的
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提供了高质量、高素质、高水
平的人才队伍。

文化资讯

老年秧歌队 扭出夕阳红
本报记者 刘佳美 沈 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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