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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从毛泽东“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的殷殷嘱托，到习近平总书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
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黄事业里无数黄河
儿女合力奋进，铸就了新时代黄河文明不竭
的歌。百年风雨，百年巨变。在建党 100周
年之际，作为黄河沿线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
郑州为贯彻落实黄河战略、保护传承黄河文

化、讲好黄河故事，将于 4月 30日举办“文明
黄河”主题艺术沙龙活动。

作为黄河文化月重要活动之一，黄河文
化主题艺术沙龙由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共郑
州市委宣传部主办，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承办。本场“文明黄河”主题艺术沙龙是黄
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三场活动的最后一场，
继“魅力黄河”“文脉黄河”后，本场活动以“黄

河文明基因的红色延绵”为主题，邀请各界大
咖，围绕黄河文明起源、黄河绿色发展、黄河
文明红色基因、共产党治黄成就等话题进行
深入交流和分享，再现黄河文明的波澜壮阔，
讴歌伟大的黄河精神，多维度探讨红色基因
驱动下黄河战略的时代担当与建党百年的历
史必然。

向黄河致敬，向建党100周年献礼，这将

是一场多领域大咖跨学科对话的文化盛事。
“黄河万里，流淌华夏文明史；建党百年，

昂首奋进新征程。”“山河祖国、未来可期。”
“向世界讲述黄河故事，到郑州看华夏古国。”
4月 30日，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文明黄
河主题艺术沙龙，文明“郑”在发声，期待与你
共同见证！

“文明黄河”主题艺术沙龙第三场明日举行

探讨黄河文明基因的红色延绵

华夏先民的智慧震撼人心

鼎盛、鼎鼎有名、一言九鼎，这些耳熟
能详的词语，都和鼎有关。月底展出的山
西珍宝中，有一件迄今所见春秋时期最大
的青铜鼎，你猜古人用它来做什么？

镬（音同“获”）鼎通高 66厘米，口径
63.2 厘米，1988 年出土于太原市金胜村
赵卿墓。它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等重
大礼仪活动中煮牲肉的饪食器。
依形制大小分为牛镬、羊镬和豕
镬，此鼎形体较大，出土时内置牛
的肩胛骨一块，当为牛镬，是直接
使用的烹煮器。

本报讯（记者 成燕）作为中国（郑
州）黄河文化月的“重头戏”，“黄河珍
宝——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展”将
于明日在郑州博物馆新馆绽放异彩。
而郑州博物馆新馆也将从 5月 1日起
正式对公众开放。针对大家关心的该
馆预约细则问题，记者昨日采访了相
关工作人员。

据了解，该馆实行网络实名制预
约免费参观，散客观众可提前 3天通
过郑州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登录预约通
道进行实名预约。已预约散客观众统
一由该馆南大门入馆参观。 预约时，
添加随行观众数量最多2人（含本人3
人），添加的随行人员须为不方便操作
智能机的 60周岁以上老年人或 14周
岁以下未成年人，添加时须输入真实
姓名与身份证号码。全天观众参观限
流 为 8000 人 ，其 中 9：00~11:00
（2500人），11：00~13:00（2000人），
13:00~15：50（3500 人）。观众登入
身份信息后预约参观时间，生成预约
码；按照预约时段准时到馆，经工作人
员查验健康码后，从郑州博物馆南门
入口闸机处刷预约码或预约时使用的
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如有随行人员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或 14 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则需自助扫描预约码，通

过安检后入馆参观。观众须按照预约时段准时
到场，逾期预约无效。

团体观众统一由北面东侧门入馆参观。团
体观众数量应为 10至 20人，团体观众须至少
提前一天通过郑州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登入全团
实名信息进行预约，参观日按照预约时段准时
到场后，由领队带领全团至北门入口，向工作人
员出示健康码后，领队自助扫描预约码，带领全
团通过安检入馆参观。

在预约时间段名额未满时，未及时预约观
众可通过手机登录郑州博物馆公众号预约或现
场扫码预约，由南门入口刷预约码或预约时使
用的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通过安检入馆参观。

据了解，考虑到老年观众不便预约、带轮椅
及小推车观众不便过闸机的情况，以上观众也
可通过南大门综合服务处领票入馆，部分观众
因特殊原因无法预约可凭有效身份信息至南大
门综合服务处领取纸质参观券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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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羿）
在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如火如
荼进行之时，4 月 27 日晚，新华社客
户端推送的真人版《帝后礼佛图》视
频，通过装束复原和情景演绎，让国宝
瞬间“复活”，穿越千年时光，再现文化
盛景。该视频在朋友圈刷屏，带领大
家穿越时空隧道，梦回北魏，对巩义石
窟寺《帝后礼佛图》这一郑州文化瑰宝
引发热议。

“听说《帝后礼佛图》不是在咱郑
州巩义石窟寺吗？”“五一假期快到了，
不如带上孩子去石窟寺一睹《帝后礼
佛图》芳容吧！”昨日，欣赏过真人版
《帝后礼佛图》视频后，不少市民发出
热议。

据巩义石窟寺保护所相关负责人
介绍，巩义石窟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
时期，是北魏皇室开凿的大型石窟之
一，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历代相
继在此凿龛造像，建寺时初名为希玄
寺，唐时改为净土寺，宋时称大力山十
方净土禅寺，清代至今俗称石窟寺。

石窟寺是北魏皇帝、皇后举办礼
佛的场所，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及北宋
皇室曾在此举行佛事活动，留下大量
珍贵的造像、碑刻等式。历经1500多
年风雨，现存洞窟 5个、千佛龛 1个、
摩崖大像 3尊、佛像 7743 尊、造像题
记及其他碑刻186篇。石窟造像雕刻

细致，内涵丰富，翩翩飞天，自然生动，超凡脱
俗；《帝后礼佛图》构图完美、保存完整，充分表
现了北魏皇室前往石窟寺礼佛的宏大场面，是
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堪称国家之珍宝，艺术
之绝品。此外，石窟寺还保存有唐、宋、金、明、
清各代碑刻、经幢百余通，记述了石窟寺的变迁
及历代修葺情况。

据悉，为吸引全国更多游客前来欣赏石窟
寺这一郑州文化瑰宝，五一假期，石窟寺将面向
全国游客推出“学习强国积分免费畅游石窟寺”
优惠活动。学习强国用户积分在 1万分至 2万
分的可享门票半价；积分在 2万分以上的可享
免票。游客可凭借本人学习强国 APP积分及
身份证到石窟寺售票处办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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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近日，北下街街
道组织离退休干部和少数民族代表开展“我看建党百年
新成就”专题座谈会，畅谈新变化，讴歌新时代，民族团结
亲如一家。近年来管城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积极探索民族工作新路子，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持续蝉联全国、省、市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单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管城区坚持把民族团结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着力点
和落脚点，通过抓基础、创载体、谋发展、促团结，有效维
护和发展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大好局面。2000年以来，全
区未发生一起重大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使“三个离不开”
和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思想成为广大干部
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持续多年开展“民族文化活动
周”“周末大课堂”“社区文化广场”以及“管城大讲坛”等
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开展“争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等系列活动，积极挖掘符合管城特点的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品牌，先后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3个、河南
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2个、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 4个。以商城路为中心，以 6个少数民族超千人办
事处、4坊 7座清真寺、3个回族学校为示范点，连点成
线，培育形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作为各族群众交往交
流交融的宣传阵地和联谊平台，并以之为龙头，带动全区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全面提升。

管城区创造性地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百城提质工
程、“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相结合，创新开展“整街坊
靓化”工程，对少数民族群众居住相对集中的老旧片区进
行改造提升，打造一步一景，出家门就能旅游的一条清真
寺街等精品街区。区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300
万元，主要用于改善少数民族聚居村基础设施和回族学
校办学条件。近年来，区财政先后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
用于民族事业；2004年，开工建设民族医院、民族幸福院
等。区财政一次性拿出资金 50万元为民族宗教界人士
办养老保险。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为打通党史学
习教育“最后一公里”，列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打通“堵点”、补上“断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学史明理聚人心
繁荣发展促和谐

本报讯（记者刘伟平 通讯员张浩）五一小长假即将
到来，正值樱桃采摘的好时节。为使游客来到樱桃沟不
仅游玩得开心，更让游客放心，连日来，樱桃沟景区管委
会提前谋划、层层部署，多措并举切实保障游客能够有一
个文明的旅游环境，度过一个安全和谐的五一假期。

多方动员，增强安全旅游保障。管委会文旅办根据
《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2021年 3月修
订版）通知》制定了《游客流量控制预案》《投诉应急处置
预案》《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等预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招募300余名志愿者与单位全体职工相结合，在景区主
要景点、主要路口设立志愿服务站点为游客提供指路问
路，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活动；公共安全办对景区及周
边设施进行安全隐患检查，重点查看农家乐等涉旅经营
单位所配备的消防器材、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多个科室
联动守牢安全防线，确保节日期间安全有序。

全面宣传，广泛提高文明意识。景区通过景区LED
屏、沿途重点区域设立大型喷绘、发放《文明市民手册》、
《文明旅游手册》等，同时充分利用景区饭店、旅游咨询中
心等旅游窗口，播发文明旅游十大提醒语、文明旅游公益
广告、文明旅游宣传资料，让游客时时处处感受到文明旅
游的浓厚氛围，在全辖区形成弘扬文明旅游的新风。

创新服务，助力文明风尚养成。为加强景区工作人
员服务质量及应急处理水平，召开“五一”节前景区员工
防疫培训会，重点对引导游客文明旅游的相关术语、收
费项目的实名制预约及错峰入园、发现发热人员的处置
流程以及防疫物资的储备等方面进行培训。

诗与远方的美好，需要全辖区共同努力。樱桃沟管
委会负责人表示，景区将全方位、多层次的部署切实保
障“五一”旅游的文明和安全，让文明成为景点最美的

“风景”，让游客增添一份安心与满意。

健康安全游 欢乐文明游

樱桃沟：不负最美风景

本报讯（记者 成燕）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昨
日，《山河同庆——郑州美术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系列作品展》在郑州美术馆开展。众多艺术家以艺
术展览的形式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赞颂祖国
的壮丽河山，塑造蓬勃发展的中原艺术形象，展示郑州画
院新老美术力量的艺术风采。

本次系列展由《山河同庆——郑州画院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联展》《嵩山·十年求工——
封曙光山水画作品展》《节韵·定格——朱广健摄影作品
展》三项展览构成。其中，《山河同庆——郑州画院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联展》由郑州画院罗
鸣、许雄志、毛鸿雁、王三友、宋野岩、赵曼、曹洁、张阳丽
8位书画家作品组成，集中展示郑州画院专业艺术力量
的群体风采与创作成果，是郑州美术馆（郑州画院）当前
艺术实践与探索的一次展示，更是艺术家们对自身艺术
成绩的一次汇总答卷。《嵩山·十年求工——封曙光山水
画作品展》分为“踏过石溪·写生篇”“平山积翠·创作篇”

“天地之中·遗产篇”三部分，展出了封曙光十年来扎根嵩
山、参化造物、磨砺求工的 90件嵩山实景写生作品。《节
韵·定格——朱广健摄影作品展》分为“舞韵”“武韵”“空
之舞者”“都市节拍”四部分，展出了朱广健多年来精心拍
摄的60多件摄影佳作。

据郑州美术馆负责人介绍，推出此次系列展览是传
播中原文化，弘扬嵩岳艺术，不断提升郑州城市文化软实
力的一次行动。未来，郑州美术馆将秉承“开放融合”“文
脉传承”“学术先导”“对话对照”的办馆理念，依托本土文
化资源，稳步打造具有中原人文风貌的艺术文化体系，积
极拓展和提升美术馆的职能与文化影响力，不断满足公
众日趋多元的审美文化需求，着力打造与国家中心城市
相匹配的当代一流美术馆。

“山河同庆”系列展开幕

文明旅游

明天，“黄河珍宝——沿黄九省
（区）文物精品展”暨郑州博物馆新馆
开馆活动就要开幕了，“沿黄珍宝抢先
看”栏目今日介绍将要展出的部分河
南、山西、陕西珍宝。

一枚金简，如何诉尽一代女皇
武则天的不尽心事？

河南珍宝武曌金简不仅外观金
光闪闪，内文也熠熠生辉。这枚长
36.2厘米、宽 8厘米、厚 0.1厘米、重
223.5 克的金片，于 1982 年出土于
河南省登封嵩山峻极峰。它是现存
唯一一件与武则天本人直接相关的
可移动历史遗物，63字铭文中所蕴
含的信息，对于研究唐代历史，武则
天的政治思想，武则天时期的书法，
古代投简制度、封禅制度等都有着
重要的价值。

华夏先民有多智慧？见识了裴李岗文
化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你就“门儿清”。

石磨盘石磨棒这套文
物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距
今 8000 年。磨盘和磨棒配
套使用，以碾碎放在盘面上
的谷物，实证郑州是我国农
业起源较早的地区之一。

商王朝的创世王都是何般模样？
兽面纹青铜建筑饰件让你“窥一斑而知
全豹”。

兽面纹青铜建筑饰件高 19 厘米，
横 18.8 厘米，于 1989 年出土于郑州市
小双桥遗址。它整体布局结构严谨、纹
饰线条精致细腻，既有庄重之感，又不
失威严之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
铜建筑构件，显示出商王宫
殿的奢华气派。它的发现
不仅丰富了已知商代建筑
材质的类别，而且扩展了对
青铜材质用途的认知，也对
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珍宝青釉瓷尊也是一件了不得
的宝贝。

这件出土于郑州十四中的商代瓷器
使人们对烧制瓷器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
识，在此之前，一般多认为我国的瓷器是
从汉代以后才出现。青釉瓷尊的出土，将
我国开始烧制瓷器的时间提前了1000多
年，极大地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

除了之前介绍的珍宝鎏金舞马衔杯纹银
壶，陕西还带来了陶铠甲军吏俑和鎏金铜沐
缶，珍宝亮点在哪？

陶铠甲军吏俑是兵马俑中非常有代表性
的一件，于 1974年出土于秦俑一号坑。军吏
俑从身份上讲低于将军俑，有中级、下级之
分。在秦俑坑中数量极少，出土不足十件，装
束基本相同。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风霜
后，它依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向世人诉
说着秦帝国军事力量的雄厚，雕塑技艺的精
湛，大国工匠的卓越。

鎏金铜沐缶是皇家汲水、盛酒之器。此
器造型工整，铸造精致，凸显皇家之器的尊
贵，是西汉时期鎏金器中少见的精品。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
图片来源：山西博物

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郑
州博物馆、河南博物院

出于泥土，练就于生活。一经擂
响，咚咚鼓声仿佛能把你带回四千五百
年前那个丰收的夜……即将展出的珍
宝中，来自山西的陶寺土鼓古朴厚重，
令人惊艳。

陶寺土鼓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
鼓实物，是陶寺遗存中独具特色的陶
器。它通高 80.4 厘米，上口径 25.6 厘
米，最大腹径 41 厘米，于 1980 年出土
于山西襄汾县陶寺。

从外形来看，它有着长颈葫芦般的
样式,流线细颈设计,土鼓表面压印着
密集的绳纹，又以多道附加堆纹组成菱
形或三角形的格状装饰覆于其上。它
是以陶土为框，两面蒙皮的一种原始打
击乐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期晚期，鼓
是非常神圣的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
或者是作为战鼓，它反映了当时最先进
的陶器制造水平。

鸮卣（音同“萧友”）应该是这次
展出的山西珍宝中最为萌趣的一件
展品。圆圆的大眼睛、尖尖的小鼻
子、胖胖短短的“胳膊”、可爱的小脚
丫，还有头顶上像蘑菇一样的装饰无
不诠释着“萌”这个文字。

鸮，指猫头鹰；卣，古代盛酒器。
此青铜器整体为一鸮鸟形状，配以花
纹，栩栩如生。通体纹饰十分精美，
融线雕、平雕、凸雕于一身。有商代
晚期作风，是不可多得的一件商代青
铜器珍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