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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宫小姐姐”邂逅“Z世代”
——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破圈”相拥

新华社记者 桂娟 李文哲 翟濯

河南博物院展出的“贾湖骨笛”

继河南
省春晚节目
《唐宫夜宴》
成功“出圈”
后，“唐宫小
姐姐”再次
出镜元宵奇
妙 夜 。 古
今交汇、穿
越次元，节
目中，“ 唐
宫小姐姐”
打 卡 河 南
名胜，一场
神 奇 的 文
化 之 旅 使
不 少 网 友
表示“没看
过瘾”。

“伸手
一摸是春秋
文化，两脚
一踩是秦砖
汉瓦。”古老
河南如今涌
现丰富的文
化创意，以
“95 后 ”为
代 表 的“Z
世代”掀起
传统文化热
潮。自觉热
爱、由衷自
信，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
不 断“ 破
圈”，主动拥
抱优秀传统
文化。

（上接一版）周富强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建立长效机制，
全面细致梳理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快速稳准“治
标”，做到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将各项问题的整改抓牢、抓实、抓
出彩，夯实长期“治本”基础。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工作
力度，提高工作效率，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要
因地制宜、规划先行，不仅要解决城乡结合部改造工作中的问
题，也要破解群众生活的难题，做好旱厕改造、污水排放、违建拆
除、飞线入地、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日常管理，真正改
善百姓人居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民优先，将所有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都以人民的需求为根本，优化产业结构，既“输血”
也“造血”，通过强有力的措施举措，对城乡结合部进行全覆盖、
全方位、立体化、高标准综合改造，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市领导开展督导调研

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市民人居环境

音 乐 之 声
添彩元宵节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河南歌舞演艺
集团承办的“2021河南省元宵节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音乐
厅奏响，用音乐为这个元宵节增添了一份婉约浪漫。

本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河南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张列执
棒，河南民族乐团演奏，是河南民族乐团三大品牌音乐会的首场
演出。

一曲铿锵有力的民族管弦乐《将军令》拉开了音乐会的序
幕，接下来，气势宏大、意境深邃的《高山流水》以及男女声二重
唱《全家福》等曲目陆续上演。音乐会上的五首曲目风格各异，
或婉转悠扬，或清丽曼妙，或澎湃高亢，带给听众丰富而美好的
艺术享受。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的音乐会上有两首河南首演曲目，分别
为作曲家张朝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和》和乐队版的双
胡琴协奏曲《楚颂》。其中，作为压轴曲目献上的《七彩之和》以

“赤橙黄绿青蓝紫”为构架，七个乐章带大家领略了不同风格的
音乐，听众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如痴如醉。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通讯员王葳）昨日，在四环高压燃气
管线改迁大河路天河路调压站外管
改造项目现场、大河路索须河施工
现场，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施工场
面。郑州华润燃气严格按照防控要
求，从节前开始部署工地留郑人员
过年举措，目前50余项在建项目已
全线开工。

目前，正是节后恢复生产运营
时段，也是燃气行业事故易发高发

期。为进一步保障新年复工安全，
郑州华润燃气完成节后复工“四个
一”工作，（召开一次收心动员会，开
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开展一次全面
安全检查，开展一次应急演练），为实
现全年安全生产奠定良好基础。

据了解，全市各类燃气工程共
有 50余项在建项目，其中四环高
压迁改工程春节期间至今持续施
工。作为郑州市重点工程，该工程
也将在今年如期完工，工程结束后

将打通多路气源输送接收渠道，大
幅提升四环高压管线储气容积，消
除高压环线原有的输气瓶颈。

今年，郑州华润燃气将紧跟市
委市政府实施断头路打通工程和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打通瓶颈，消
除节点，将郑州市主城区管道系统
形成一张网，以“微循环”畅通“大
循环”，进一步提升郑州市天然气
输配能力，为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
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少林寺常住院等
场所已恢复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了解到，2月 26日起，嵩山景区内少林寺常住院、中岳庙、法王寺
有序恢复开放。

据了解，该景区这些场所有序开放后，嵩山景区门票恢复正常
价格。嵩山景区主要采用线上非接触式购票方式，游客可通过该
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嵩山旅游”实名预约购票。该景区实行实时
游客量控制，日接待量原则上不超过景区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75%。游客均需携带身份证，佩戴口罩，扫描“健康码”，保持一米
以上间隔距离，严控人员聚集扎堆，进入景区需测体温，体温高于
37.2℃的人员严禁入园。

（上接一版）成功承办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
招才引智专场行动”郑州专场，签约入职 10513 人（其中博士
344 人，硕士 2069 人），引进项目 456 个。新增留学回国人员
147人。开展专业技术人才选拔推荐工作，共有 170人被评为
国家、省部级和市级专家。其中，新增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
并被人社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17人入选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选、4名个人和1家单位入选第三届河南
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均获得历史性
突破。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已经到来的 2021 年，我市将持
续惠民生、保民生：全年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 万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 万
人，新增农民工等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6800 人；新增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 8 亿元。城镇企业在职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521 万人、
234 万人、273 万人、198 万人。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 35万人
次，新培养高技能人才 1.85 万人。

就业持续向好
“饭碗”端得更稳

50余项在建燃气项目全线开工

“其实，我们和传统文化的距离并不远”

这个春节，“00 后”郑州女孩史怡菲特地再次
参观了河南博物院，“试图寻找《唐宫夜宴》背后的

‘秘密’。”
史怡菲是重庆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春节放

假，在家刷抖音的她一刷到《唐宫夜宴》便被“圈
粉”。这支 5分钟的舞蹈，将大唐风华融于少女的嬉
笑怒骂，背景配以“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
笛”等诸多“宝物”，让史怡菲立刻想到小时候曾去过
的河南博物院。

来“探秘”的不只有史怡菲。20岁的朱家鑫看到
舞蹈中的人物形象取自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乐舞俑造
型，也来一睹为快，“预约了几次才得以成行”。河南
博物院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六成以上到访游客
为35岁以下人群。

随“博物馆热”一同兴起的，还有“文创热”“汉服
热”。2月 19日以来，“唐宫夜宴手绘大赛”互动话题
在微博上引发近 6000万阅读量、1.5万余条讨论，古
风碰撞二次元多了份俏皮可爱。在郑州、洛阳、开封
等地，一些市民穿起汉服，打卡城市地标。

“90后”姑娘刘维两年前从英国留学归来，目前
在河南博物院从事文创工作。会展专业出身的刘维
坦言，从未想过自己会转行和历史文物打上“交道”。

“工作后才发现有这么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
人。其实，每一代年轻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和
演绎着传统文化。”刘维说，现在每天都有粉丝催出
唐宫相关文创产品，“年轻人和传统文化的距离并
不远”。

“铁打的文化内核，百变的个性追求”

因河南省春晚火起来的导演陈雷，最近收到众
多粉丝留言。其中，一个 13岁孩子的话让陈雷印象
最深：“他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因为表演中呈现
的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让他感到非常神奇，觉得没
有看够。”

在陈雷看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始终都在。新生代对中国历史文化展现出的浓
厚兴趣，让他尤其惊喜和欣慰。

“传统文化不再枯燥乏味，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始
变得有趣起来，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传统文化的
重要原因。”“95后”女生李靓雯说。

李靓雯是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的一名成员，
今年河南省春晚，该乐团参与的节目《新春国乐畅想
曲》将古乐、民乐、电音完美相融，既有《少林寺》等经
典曲目，也有《达拉崩吧》等潮流舞曲，一经亮相，同
样受到网友好评。

“古乐看似小众，但通过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也
可令人耳目一新，并加深年轻人对音乐文物的兴趣
和理解。”如今，李靓雯不仅会吹奏传统乐器，还学会
了演奏编钟、编磬等古乐器。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不少年轻人现今有着较高
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中华民族铁打的文化内
核，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高雅趣味和深厚内涵，恰恰能
满足年轻人百变的个性追求。”河南大学河南文化旅
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说。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
持续走红，也得益于文化创作者能够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热潮中，“真正放下了
包袱尽情和年轻人进行交流和对话”。

“自信的一代需要更多‘自信’的文化产品”
几年前，一些低水平制作的历史穿越神剧充斥

荧屏，引发观众反感。有年轻网民表示：“不是我们
对优秀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我们厌恶的是生搬硬套
的煽情和说教式演出。”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得益于国家对传

统文化的重视，大环境对年轻人的引领，年轻人的民
族自豪感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正逐渐增强。

“近年来，通过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等，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正在逐步确立，但与之
相对应的文化产品还不够自信。”马萧林说，现今自
信的一代需要更多“自信”的文化产品。

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结合，成为文化产品“自
信”起来的新路径。故宫彩妆一经发布便被一抢而
空、直播带货国风产品备受欢迎等现象，彰显多地正
在通过文化创意，构建文化发展新格局。

“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要契合时代潮流，通过
故事化、人格化而非说教式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
美融合。”陈雷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茅慧认为，创造性转化的前提，
应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准确认识与当下精神旨归的
有机贯通。“古今中外，人心相通。基于共情心理
编创，才能增强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这需
要文艺创作者在创作时首先要关注人文、人性、人
情。”

“创新表达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资源充分了解的
基础之上。”范周建议，要结合产业融合大发展的机
遇，利用好科技发展成果，做好文化大数据体系建
设，推动文化资源产品化、品牌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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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歌舞剧院演员在河南博物院录制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