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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中心城市培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根””铸铸““魂魂””让郑州文化让郑州文化““立立””起来起来““活活””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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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书院延千年 尚学之风永流传

书韵飘香的文脉相继

今年我省已下达专项
扶贫资金逾83亿元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省财
政厅获悉，省财政日前下达第二批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21亿元，截至目前，2020年已累计
下达专项扶贫资金 83.3亿元，比上年全年规
模增加10.5亿元，增长14.45%。

今年以来，省财政厅及时研究疫情影响
和应对措施，通过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奖
补力度，支持贫困户开展生产自救恢复生
产，对疫情期间积极带动贫困户发展的带贫
主体，给予生产补贴和贷款贴息支持，在安
排相关扶贫项目时予以优先扶持，鼓励支持
扶贫龙头企业、合作社帮助贫困户共渡难
关。为防止因疫情发生致贫和返贫风险，省
财政紧急下达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89
亿元，支持疫情较重地区带贫企业加快复工
复产，有序引导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及
时调整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方向，支持基层使
用专项扶贫资金开发提供公益岗位，提高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用于公益岗位投入比
重，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对疫情防控期间外
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
活费补助。

此外，省财政还注重强化资金绩效导向，
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创新运用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推进扶贫项目早实施
早见效。

78个困难家庭
实现“微心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希
望给孩子买一个新书包”“想要一台微波
炉”……记者昨日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困难职
工“点亮微心愿”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以来，全
市已有 113个“微心愿”被认领，78个家庭实
现“微心愿”。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申请对象为建档的
县级以上困难职工，由各级工会统一收集心
愿后，由本级职工服务中心将符合条件的“微
心愿”发布到“豫工惠微心愿”网络平台。

按照活动要求，此次征集的“微心愿”要
体现实用性、时效性、微小性，即在满足基本
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贴近志愿服务对象的工
作、学习、家庭等方面。“微心愿”应是具体物
品，能够及时有效实现。单个“微心愿”限每
户每年1次，所需经费原则上不超过400元。

企业、社会团体，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及社会爱心人士均可注册并
登录“豫工惠微心愿”网络平台，根据实际
情况认领“微心愿”。自活动启动以来，全
市已有 113 个“微心愿”被认领，78 个家庭
实现“微心愿”。

（上接一版）

郑州文庙
浸润商王城的儒家文脉

郑州市区内最有书卷气的历史遗迹，无疑
是位于东大街上的郑州文庙。

“文庙是孔子思想文化的象征和寄托。孔
子先祖是殷商贵族后裔，他逝世前，曾对弟子子
贡说，自己是殷商人。郑州文庙正建在商代都城
里，于孔子而言，堪称奇妙的回归。”郑州市商城
遗址保护管理处主任马玉鹏说，因为孔子才诞生
了儒学兴建了文庙，因为孔子的教学思想和理
念，才有了“庙学合一”的文庙根脉。又因普设文
庙传播儒学，才为中国封建社会文明奠定了文化
基础。孔子和儒家学派影响至今，形成了在世界
上有鲜明特色，又生机勃发的“孔子文化圈”。

据了解，在中国以及朝鲜、日本、越南、印尼、
新加坡、美国等国家，至今保存有2000多座文庙。

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 58年—75年）
的郑州文庙，是中国现存第二古老的文庙，仅次
于山东曲阜孔庙。内有碑文、记文 24篇，绝大
多数都是历代原址重修的记录。

不变的地理位置，不断的历史文脉。2005
年 10月，修复一新的文庙在全国率先恢复“前
庙后学”的传统办学模式。沉寂百年之后，这里
又响起经典诵读声。

尊祀孔子是文庙主要功能所在，现代社会
赋予其新意。2006年 9月 28日，郑州文庙举办
了首届祭孔大典。

“祭孔大典已连续举办 13届，还有多次举
办的成童礼、成人礼、敬师礼，以及入学新生文
庙‘第一节课’等活动，让郑州文庙成为一座‘活
态’的文物，大大提高了文庙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马玉鹏说。

嵩阳书院
教育史上的璀璨明珠

嵩山地区自古就是儒家学派活动的重要地
区，这里有嵩阳书院、颍谷书院、少室书院、南城
书院、存古书院，其中最显赫的当属嵩阳书院。
2010年 8月，嵩阳书院作为“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的子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
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和
教育制度。从唐朝中期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
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1000多年。

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与河南商
丘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
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

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
纲、范纯仁……一位位光耀史册的名人，曾在嵩
阳书院讲学。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
至 21卷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二程”
以“身心之学”确立了宋代理学的洛学，他们在
嵩阳书院讲学 10余年，留下了程门立雪、如坐
春风、爱民如伤、双凤齐鸣等历史典故。名儒景
冬，曾就读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
史。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
额一县不足一人，但登封就中了五个。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
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科举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
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的
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
书院自设立之初，就成为儒家学者探讨高深学
问的地方，使书院教育有鲜明的文化性和民族
性。它以研究和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充分体现中华文
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的
精神。”知名学者、作家程韬光说，经过千年的传
承与创新，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
值取向：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这对当今
社会有巨大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2009年，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开学典礼上，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历史文化在
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彩报告振聋发
聩。沉寂了百余年的嵩阳书院迎来了一个个青
春矫健的身姿，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古老
的书院焕发出新的青春，“华夏第一柏”正在见
证讲述新时代传道、授业、解惑的问学故事。

书韵不绝
让墨香流淌在心中

无论是闹中取静的郑州文庙，还是隐匿在深
山之中的嵩阳书院，它们延续了一个地方的文脉，
提振了一个地方的文运，隔着上千年的光阴，依然
能感受到昔日群贤毕至、人文蔚起的文化余音。

顺着商城遗址那段沧桑的土筑城墙，来到
一条长千米、宽七米的小街——书院街。这条
小街之所以在郑州享有盛名，是因为这里诞生

了天中书院（一说为中天书院），并由此发源了
郑州的现代中学教育。

天中书院由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任郑州
知州的鲁世任创办，建成后与嵩阳书院建立了
教学交流，河南境内的学子，尤其是郑州周边县
乡的学子，纷纷来到这里求学。学生多时达千
余人，院舍又在路北扩建。

历史的烟尘模糊了很多痕迹，天中书院起
起落落。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任郑州知
州的安尔恭，在郑州文庙西侧创建了东里书院，
再次吸引了中原地区的读书人前去求学。又过
去 100多年，新到任的知州王成德见东里书院
的房屋破损严重，将其迁至小纸坊街与天中书
院合并，并改街名“书院街”。自清至民国，郑州
的公办、私立中学堂，均选址在此。

文化教育是根本大计。无论时局如何，郑州
这片土地上从未忽视过这一点，郑州人崇文尚学
之风从未改变。1948年 10月 22日郑州解放，
11月8日，时任市长宋致和就率先成立了郑州市
人民文化教育馆，这在全国的城市中也少见。

时代开启新的篇章，书院街不断上演的更
名、合并、迁出、留守、演变的故事，正是郑州文
教一脉承续、绵延不绝的最好明证。现如今，堪
称“学子街”的地方遍布郑州大街小巷。学校、
图书馆、书店，这些延续城市文脉的载体，让人
们与另外的生活方式相遇。这里是可以栖息的
心灵港湾，知识、见识、智慧和艺术汇聚成诱人
的书香；这里是城市的一个梦，承载着与另一个
世界的出口。

2020年4月16日，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徐立毅在调研商代王城遗址规划建设工作时指
出，文化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是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郑州作为中国八大古都
之一，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商代王城遗
址，这一遗址位于中心城区，保护好、利用好这一
遗址，对于延续郑州城市文脉、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和历史纵深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郑州文
庙、书院街均为商代王城遗址内的核心片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流传千古的名联彰显着中国书院
文化的风骨。如果时间有光芒，它一定闪耀在
读书学习中。时代浪潮奔涌涨落，唯有书香墨
气沉淀的生命底色，才能让心中的诗和远方如
松似柏般傲然挺立。

古老的嵩阳书院，又见儒雅书生，再闻琅琅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