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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国保单位达83处89项 居全省第一

新增9处国保单位呈现四大特点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羿 文/图

（上接一版）在展厅醒目位置，一
张毛泽东同志坐在郑州邙山头远
眺黄河的巨幅照片，引起了现场
群众热议。

“我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吃
着黄河水，对黄河感情深得很。”
70 岁的路登歧老人专程从甘肃
兰州赶过来看展览，他说，刚解放
时，一下雨，黄河就泛滥，两岸群
众苦不堪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现在的黄河早已成为兰州
的城市河、景观河，不仅造福了当
地的群众，也成了所有人来兰州
必到的旅游“打卡地”。

“从毛主席到习总书记，国家
的领导人都很关心黄河……”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教授马成栋
年近90岁，他表示，作为陕西人，
对黄河治理有着亲身经历和感
受，新中国成立前，河南比较富
裕，但就是因为黄河泥沙淤积，频
频溃决，遍地泛滥，河南群众经常
跑到陕西躲避水灾，情景让人痛
心。随着黄河的开发和保护越来
越好，黄河也滋养了越来越多沿
河而居的群众，对陕西和河南人
民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财富。

看着照片，读着文字，从山
东济南来的崔恒余、魏秀兰老两
口心情激动、眼眶湿润。老人
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治理
不好会给沿黄百姓带来巨大的
灾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领
导人都很重视治理工作，通过植
树造林，水库调沙，基本没出现
大的水灾，说明咱们中国人只要
有恒心、有毅力，能把黄河的事
情办好。“黄河在东营入海，济南
也在黄河两岸建起了公园，只要
有时间我们老两口都会在黄河
边走一走，现在来黄河滩健身的
群众越来越多，看着这些情景特
别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英雄常立心中
闪耀河南精神

英雄已去，精神永存。展览
按时间顺序设置了英雄模范人物
墙，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发展建设
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英雄模范，记
者看到，史来贺、吴金印、任长霞
等代表河南的模范人物名列其
中，英雄精神感染着现场群众。

作为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亲切接见的劳模，史来贺带领
群众把刘庄村建设成了闻名全
国、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黄先生
告诉记者，自己在农村长大，深爱
着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也很佩
服像史来贺这样真心为群众谋利
益、谋幸福的村干部。他相信，史
来贺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照耀着
农村党员干部砥砺前行。

在“焦裕禄先进事迹展区”，
来自安徽合肥的退休干部黄先生
表示，焦裕禄始终都是所有党员
干部的楷模和偶像，50 年过去

了，焦裕禄精神依然闪耀着强大
的思想魅力, 如同一面旗帜、一
座丰碑、一个标杆，他的感人事
迹始终教育和激励着千千万万
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断前进。
同为中部省份，同为中部省会，
河南、郑州这些年发展特别快，
当前，也特别需要千千万万像焦
裕禄那样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员
干部，为实现中部崛起、中原振
兴贡献力量。

英雄有典型人物，同样也有
普通群体。被誉为世界第八大
奇迹的“林州红旗渠”，在展厅
内设有一大块场景展示，工人
们抡起开山锤,击打开石钻的
开山造渠场景深深震撼着所有
观展群众。

原铁道部退休干部王木金老
人表示，红旗渠当时修了十年，在
如今看来，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红旗渠的建成对于全国人民都是
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虽然时代
久远，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感受中原发展
汲取前进力量

展览记录着历史，也昭示着
未来，让人不由得思考在历史中
寻找正确前进方向，在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

位于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
的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
之一，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
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新中国
成立以来，龙门石窟得到了精心细
致的保护，尤其是随着龙门石窟申
报世界遗产成功，文物保护区道路
实现封闭、周边污染企业关闭，龙
门石窟保存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
它所折射的河南厚重文化也吸引
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

来自洛阳的吴女士专程带着
年迈的父母亲观展，在龙门石窟
大幅照片前，老人久久注视，全神
贯注。吴女士说，作为家乡人，自
己对龙门石窟有着特殊的感情，
小时候是和父母亲一起走山路，
去龙门石窟烧香许愿，现在都是
自驾来这里，城市越来越美，生活
越来越好，但这种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承始终没有变，在新的时代
更显生命力。

在“东方红 54型履带拖拉机
实物展区”，看着小时候的农用机
器，来自黑龙江的郭亚明十分激
动，她说，当年，河南产的东方红
拖拉机在老家农村可是“高大上”
的稀罕货，农忙时根本离不开它，
如今全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越来
越高，这些也成了普普通通的大
众工具。但生活再好，也不能忘
本，看到它们，就要想着如何让我
们的制造业发展得更快、更好，让
农村变得更美，让农民的日子越
来越好。

都市创业大戏《在远方》正在东
方卫视热播，凭借厚重的时代感、平
实的视角、充满生活气息的剧情及演
员们极具感染力的表演，收获了无数
好评。近日，记者通过东方卫视采访
了主演之一梅婷，谈及剧中角色刘爱
莲，梅婷难掩喜爱之情，赞叹她是个
很大气、有大格局的女人。这虽是梅
婷和刘烨从中戏毕业后时隔18年的
首次合作，但梅婷坦言跟老同学刘烨
演对手戏没有生疏感，依旧很默契。

电视剧《在远方》由刘烨、马伊
琍、梅婷等联袂主演，该剧选取了快
递与电商这两个最能展现社会奔腾
发展的行当，以刘烨饰演的姚远创
业奋斗之路为主线，对快递行业的
发展变迁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千禧
年、非典、奥运、汶川地震等 20年间
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也都伴随着主
人公的奋斗过程，在剧中一一展现。

除了“相爱相杀”的姚远与路晓
欧（马伊琍 饰），第12集上线的梅婷
所饰演的刘爱莲也是剧中一个非常
出彩的人物。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
果敢泼辣能干，在姚远创业陷入低谷
之时，一直在身边陪伴他，不离不弃，
最终她却为爱成全，选择放手。

谈及与刘烨和马伊琍的对手戏，
梅婷认为，刘爱莲是一个有大格局的

女人。“刘爱莲遭遇了一段失败的感
情经历，在她打算放弃生命时，是姚
远救了她。所以她就要成就姚远，无
论在事业和生活上她都想让姚远圆
满。但是后来发现姚远爱的人是路
晓欧，她还是选择成全他们俩。”

对于《在远方》聚焦的快递行业，
梅婷最直观的感受是“一开始双十
一，买了东西要等很长时间，而去年
我记得送货非常及时，这么大的订单

量都能做到配送这么及时，我觉得这
进步好大。”而拍完《在远方》之后，梅
婷对快递行业从开始到发展的整个
过程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梅婷如今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于如何平衡演艺事业和家庭，梅婷
表示，自己热爱演戏，家里人都很支持
她的事业。“身在哪里，时间和精力就要
放在哪里，无论是影视剧中的角色，还
是生活中的角色，都一定要扮演好。”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电影《中国机长》曝
光插曲《翱翔天地》新版MV，首度披露诸多电影幕后
工作细节，记录了电影拍摄和宣传期的重要节点，展
现电影主创与工作人员为电影的艰辛付出，使观众对
于该片的幕后故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机长》上映以来，票房和口碑持续攀升，并
不断刷新票房纪录。上映第 16天，电影票房突破 25
亿，跻身华语电影票房前 10。上映至今，《中国机长》
曾连续 9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上座率连续数日保持
第一。电影更是喜提 29条热搜，多次霸榜微博和抖
音热搜。

《翱翔天际》由冯曦妤作词，陈永健作曲，胡夏演
唱，以欢快的曲调配合电影幕后工作内容，致敬了《中
国机长》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新版MV首次
揭露了影片的诸多幕后细节，记录了电影拍摄和宣传
期的重要节点。电影自 2019年元旦开机后，辗转重
庆、成都、拉萨等多地拍摄，杀青后在洛杉矶进行后期
制作，上映后主创更是奔赴重庆、武汉、深圳、广州等
多地进行路演。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由中国青年导演顾
晓刚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春江水暖》在第 13届亚太
电影大奖中再传捷报，影片摄影指导俞宁辉、邓旭荣
获“最佳摄影”提名。

600年前元朝画家黄公望以富春江两岸风貌画
下《富春山居图》，为迎接2022年亚运会，富阳正在热
火朝天地进行新城建设。在此背景下，《春江水暖》讲
述杭州富春江畔，四兄弟分四季轮流照顾中风后失智
的母亲，四个家庭面临亲情与生活的考验，借由一年
四季的冷暖变化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影片已荣获第 13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影
片、最佳导演和德国汉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选择奖”
等重量级奖项，还成为 2019戛纳电影节第 58届“影
评人周”闭幕影片。此外，影片还入选了温哥华电影
节、墨尔本电影节、釜山电影节、香港亚洲电影节等国
际电影节竞赛或展映单元。

此次亚太电影大奖是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影制作者联盟等共同举
办，今年入围“亚太电影大奖”的影片还包括《寄生虫》
《必是天堂》等颁奖季大热影片，颁奖仪式将于 11月
21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电影《春江水暖》由工厂大门影业有限公司、大地
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爱奇艺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卓然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初晓影业、取经人
影业、工厂大门影业联合制作。

本报讯（记者 秦华）民谣诗
人周云蓬首部小说集《笨故事
集》近日由磨铁图书推出，书中
收入《敬亭山》《高渐离》《南寺》
等 18篇小说。作者首度尝试虚
构写作，通过这些好玩好读的故
事，展现了自己对于文学和人生
的思考。

周云蓬，歌手、诗人、作家，
发行有音乐专辑《沉默如谜的呼
吸》《中国孩子》《清炒苦瓜》《牛
羊下山》《四月旧州》，策划民谣
合集《红色推土机》《金色推土
机》，出版有诗集《春天责备》《午
夜起来听寂静》、随笔集《绿皮火
车》《行走的耳朵》，荣获第八届
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
人”“最佳作词人”，2011 年人民
文学奖“年度诗歌奖”。在华语
音乐圈，周云蓬可能是和文学牵
涉最多的人。

周云蓬写小说并不令人意
外，他不仅拥有过人的现实感、
观察力和想象力，更不用说他的
生活阅历和音乐创作对叙事能
力的加持。站在人生的中点，作
者以“讲故事”开启人生下半程
——《少年心事》纪实感强烈，宛
如一篇青春期日记；《敬亭山》兼
具古典诗意与志怪氛围，结构却
相当现代；《高渐离》直接复述
《史记》相关记载，却在最后时刻
以虚构“反杀”史实；《无人》《养
老院》情节截然不同，却都透过
科幻感指向终极……《笨故事
集》中，周云蓬老老实实地讲心
中浮现的人、事、场景、意象，文
字朴实、轻快，展现了作者对于
文学和人生的思考及对结构和
节奏的把控能力。

《笨故事集》获得了北岛、柴
静、余秀华、阿乙等人推荐。

民谣诗人周云蓬推出
首部小说集《笨故事集》

电视剧《在远方》热播

梅婷：和老同学刘烨搭档“默契十足”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19年是甲
骨文发现120周年的重要年份，为此，
国家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记者
昨日获悉，作为其中一项活动，“纪念
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定于 18日至 20日在安阳举办，这
将使甲骨文研究的国际目光再次聚
焦古都安阳。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科学技
术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
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
人民政府八家单位主办，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河南省教育
厅、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文
物局、安阳市人民政府五家单位承
办。

据介绍，这是一次高规格、高等
级的国际学术会议，届时将有来自中
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日本
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
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将围
绕甲骨学发现 120 周年的回顾与展
望、甲骨文与殷墟考古研究、甲骨文
保护整理与研究、甲骨文大数据平台
的构建、甲骨文与殷商史专题研究、

甲骨文字考释、甲骨缀合与辨伪、甲
骨文组类区分与断代、甲骨文例与语
法研究、甲骨学史与甲骨文现代价值
研讨等议题展开。

据悉，会议举办期间，还将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一曼新书《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
究》首发仪式、殷契文渊——甲骨文
大数据平台发布仪式、全国甲骨文书
法篆刻展、商代文字展以及传承基
因·书写文明——120 名书法家现场
书写甲骨文、1200名学生现场书写甲
骨文展演等纪念活动。

《中国机长》跻身华语电影票房前十

插曲MV诠释幕后故事

《春江水暖》再传捷报
获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提名

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安阳研讨

窑沟遗址出土文物

登封玉溪宫

河南元素闪耀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

国务院 16日核定公布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我市有 9 处上榜。
至此，我市国保单位已达 83处 89项，总量
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体现了郑州深
厚的文化底蕴，彰显了郑州华夏文明之源
的历史地位。此次我市新增的9处国保单
位，包括古遗址 4处、古建筑 3处、石窟寺
及石刻 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 1处，它们呈现出哪些特点？有哪些历
史文物价值？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4处古遗址填补考古研究空白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增的 4

处古遗址丰富和填补了考古研究的空白，
反映了我市考古工作的最新成果。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二七区樱桃沟景
区代家门村，是距今 4万年左右的旧石器
时代遗址，考古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
物，尤其是以灰烬堆积为中心的活动面遗
迹的发现，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以及东亚
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为
认识中国境内及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及其
文化起源与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史前考古
的关键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曾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官庄遗址位于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

是一处以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存为主
的大型遗址，考古发现有环壕、贵族墓地、
陶窑、房址及大量灰坑等，被评为 2010年
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并曾入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史村遗址位于荥阳市城关乡西史村，

是荥阳市最早经过科学发掘的一处夏商文
化遗址，对当时豫中地区夏商文化的研究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新调查和勘探
发现的西史村城址甚为重要，对于研究早
期城址的设置、社会发展以及其与郑州商
城之间的发展关系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窑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大隗镇窑沟村，
是宋金时期的一处范围较大的民间窑址，
从五代开始生产，到北宋时已达到繁荣阶
段，它对研究宋瓷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3处古建筑体现嵩山地区建筑特点
新增的3处古建筑体现了嵩山地区的

建筑特点与技术水平。
三祖庵塔位于登封市太室山南麓卧

龙峰下，原为三祖庵院内的佛塔。始建于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是佛教禅宗三
祖僧灿镜智大师早期隐居传法之地。三
祖庵塔颇具唐塔建筑风韵，是金塔袭古的
典型之作和重要实物例证。由于中原地

区金代建筑文物较少，金塔更少，且金塔
中内外结构仿唐塔形制仅此一例，故而此
塔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崇福宫位于登封市太室山南麓万岁
峰下，创建于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始名“万岁观”，是历代名儒云集、
著书立说之地。崇福宫内无梁殿建筑对
研究嵩山地区拱券式建筑及河南地区的
无梁殿建筑提供了实物素材。作为名道
主持道场传业授徒的地方和北宋时期保
守派的“政治避难所”，对研究我国道教史
（北天师道、全真教）和王安石变法时期的
政治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玉溪宫位于登封市唐庄镇土观村，玉
皇殿为玉溪宫正殿，在建筑特征和构件制
作上灵活巧妙地运用了许多地方手法，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区域性，对研究地方建
筑建造技术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也是研究中原宗教文化、绘画书法、雕刻
艺术的重要实物例证。

我市国保单位的构成得以完善
新增的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完善了

我市国保单位的构成，填补了我市国保单
位无工业遗产类别的缺憾，也是郑州近现
代以来工业重新崛起的最好例证。

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位于中原区华
山路 78号，1964 年建成投入生产。据记
载，二砂厂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都是按
照东德标准进行的。建成后的二砂厂区，
东西长 1356 米，南北长 734 米，面积约 1
平方公里，共完成基建投资 1.49 亿元，生
产区建筑面积 19万平方米，住宅 7.4万平
方米。工厂由6个生产车间、2个辅助车间
和2个动力车间组成。各栋厂房内外经过
精心设计，之间有架空廊道相联，使整个
厂区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
整体。其中，陶瓷砂轮制造车间建筑面积
74376.8 平方米，单层、弧形锯齿式屋顶，
是二砂最大、最富有特色的厂房。郑州第
二砂轮厂旧址内保留完好的工业建筑遗
存，作为新中国“一五”期间兴建的重点工
业项目之一，是新中国工业历史的重要参
与者和见证者。

丰富了石刻类文物的类型和内涵
新增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丰富了

我市石刻类文物的类型和内涵。其位于
荥阳市京城街道办事处扁担王村，金泰和
五年(1205)刻立。经幢的主体部分刻满文
字，较清晰者为《佛说父母恩重经》和《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的部分经文。为古代石
刻文物中的珍品，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雕刻
史、佛教史等均有较高的价值，在郑州地
区乃至全国都较少见。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根据国家文物
局相关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保护管理
力度，积极探索文物密集城市文物保护模
式，结合我市百家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
设，深化保护利用，不断提升保护水平，让
文物活起来，真正使文物成为促进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