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6月 10日是中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为进一步保护传承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围绕今年活动主题“文物保
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郑州多个县（市）区纷纷推出形
式多样的非遗主题活动，邀请市民感受璀璨的中华文明。

6月9日晚，2023年巩义市首届“河洛非遗”文旅消费季
郑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巩义市“河洛大舞台”精
品文艺节目展演暨巩义市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展演活动启
幕。当晚，伴随着阵阵鼓声，登封闹阁、黄河打硪号子、巩义小
相狮舞等非遗民俗表演队伍依次出场，精彩的表演引得观众
阵阵喝彩。启幕仪式结束后，少林功夫、超化吹歌、周氏唢
呐、河洛剪纸创意走秀、河洛大鼓等非遗项目表演轮番上
阵，共同展现非遗魅力，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如右图）。

新郑市也围绕今年活动主题，举办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6 月 10 日，新郑市文化馆组织开展的新郑市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首届非遗购物节系列展示
活动在郑国车马坑景区、郑州西亚斯学院举办。新郑首届
非遗市集现场集中展销近 30多项非遗项目、文博文创产
品，其中不仅有耿氏香制作技艺、三里岗李家菜刀等优秀
非遗项目，还有“枣花馍”“赵记红光卤肉”“糖画”“绵枣”等
新郑本土非遗美食。在非遗体验区，大家现场体验传统技
艺的精工细作，沉浸式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

6月10日，新密市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
传展示系列活动在中强光年城市广场启动。2023年新密
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会场宣传活动、
古琴艺术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20周年纪念活动、“梦
祥杯”云游非遗·短视频大赛、“溱洧情——剪纸艺术作品
展”、“窑沟窑杯·经典民艺颂中华”民间艺术大赛、2023“古
乐雅韵·超化吹歌音乐会”进景区、进民宿及“探寻遗址、抟
土为瓷”研学活动等12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陆续开展。

6月 10日，《千年奇珍——登封窑非遗传承与创新成
果展》在郑州二七纪念塔地下展厅启幕，吸引众多观众，大
家对登封窑的制作工艺赞不绝口。“我是非遗传承人——
陶艺体验”课程、“遇见非遗 纸尖乾坤”社教手工课堂、“童
心手绘，快乐成长——画笔下的二七塔”儿童绘画比赛颁
奖等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月9日，一部原汁原味、独具河南特色的原创舞蹈《抬
花轿》拉开金水区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演活
动的帷幕。市民“沉浸式”徜徉于多彩的非遗瑰宝之间，感
受着非遗人的匠心传承，品味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古琴演奏、古琴斫制技艺、剪纸、拓片、蔡记蒸饺、葛记
焖饼、宫廷杏仁茶……广大市民通过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
接触，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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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周静）6 月 10 至 11 日，2023 年
“一带一路”河南郑州龙子湖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郑东新区龙子湖
火热开赛，来自多个国家的 43支队伍 350余名运动员“艇聚”龙
子湖，逐浪竞技，大显身手，精彩的比赛引得观赛市民连连叫好、
喝彩不断。

本次赛事由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郑州市体育局、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河南
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河南省赛艇皮划艇运动协会、河南省
学生体育总会赛艇龙舟协会承办，郑州市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
局、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一带一路”产业学院、郑州丰合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协办，是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体育局重点打造的“龙子湖
学生赛艇挑战赛”系列品牌赛事之一，目前已成功举办9届。

据了解，郑州龙子湖高校赛艇挑战赛是河南省内唯一在公开
水域举办的国际性赛艇赛事。本次参赛队伍包括波兰大学、比利
时鲁汶大学、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日本立教大学以及北京大
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台北）、河南大学、河南经
贸职业学院等19支国内外顶级高校赛艇队伍，郑东新区河南大学
附属学校、郑东新区美秀小学、郑州市第七中学等 12支河南本土
中小学赛艇队伍和丰合老九队、清华深圳研究院赛艇队、郑州万科
赛艇队等12支国内大师级赛艇俱乐部队伍。大赛分男女组别，分
别在环湖 5.1公里追逐赛和 5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进行同台竞
技，展开精彩的水上大比拼。

经过激烈的角逐，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河南
经贸职业学院赛艇队分别获得环湖5.1公里男子组八人单桨、单人
双桨、双人单桨追逐赛的冠军；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同济大学分别
获得 500米直道竞速男子组八人单桨、双人双桨的冠军；北京大
学、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分别获得500米直道竞速女子组四人双桨、
双人双桨的冠军。

龙子湖拥有 1371亩水面、196亩湿地，被 1299亩绿地环抱，
湖面四周有 15所河南知名高校呈环状分布，在校师生人数已超
20万人，是河南重要的人才聚集地和科技创新基地。龙子湖拥有
开展赛艇运动的绝佳地理位置，深受周围众多科创企业、高校学子
和中小学生的青睐，是郑州最受欢迎的水上运动基地之一。

今后郑东新区将通过积极推广赛艇运动，着力打造国际文化
品牌，力争将赛艇打造成为郑东新区又一张新名片，助力郑东新区
全面打造现代化国际化新城，推动郑州魅力之城、活力之城、青春
之城、金融之城新形象的提升。

多国学子“艇聚”龙子湖
43支队伍水上显身手

郑州非遗展演活动精彩纷呈
市民生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6月 10日，河
南省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
展示主场活动在南阳市解放广场正式启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
延传承的生动见证。近年来，我省坚持“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工作方针，以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为依托，以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为引领，大力实
施非遗系统性保护，持续推动河南非遗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次活动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营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让广大
群众畅享非遗好物，共品非遗美好生活，以
更加务实的作风、创新有效的举措，推动非
遗保护事业与时代共进，非遗保护成果与人
民共享。

活动现场，开封盘鼓、少林功夫、太极
拳、信阳民歌等非遗项目，陆续登台一展风
采，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和非

遗文化盛宴，让现场游客和市民近距离领略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活动还举办了非遗购物节，邀请了河南
省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和工艺师傅，通过现场
品鉴、展示展览、直播带货等方式，集中开展
非遗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推介活动。能在水
里吹泡泡的空心贡面、能当钥匙扣的剪纸艺
术、具有保健作用的葛根米醋、五彩斑斓的
泥狗狗、桐柏皮影、入口即化的柿霜糖、神奇
的中医正骨疗法、可以亲手体验的朱仙镇版
画……各具特色的河南非遗项目让人眼花
缭乱、流连忘返。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各地均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非遗宣传展
示活动，如开封市举办首届“中国·开封宋
文化非遗节”活动启动仪式；洛阳市举办

“河洛飞花 非遗共享”锣鼓大赛暨狮舞展
演活动等。全省各地举办线上线下非遗宣
传展示活动近 500 项，其中包括线下活动
340余项。

身边宝藏身边宝藏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畅享非遗好物 共品美好生活

河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举行

开封盘鼓表演

本报讯（记者 秦华）6月 10日，《文博河南》电视宣传专栏第四
季项目启动暨推介活动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举行。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
电视台联合推出《文博河南》电视宣传专栏。栏目以河南文物事
业为表现对象，用丰富、生动的表现形式，专业的策划与精良的制
作，讲好河南故事、黄河故事、中国故事。

自2020年项目启动以来，《文博河南》电视宣传专栏先后策划
推出了“四大古都”“黄河文明”“中原文化史诗”等系列专题，得到
各界一致好评。曾获评河南省网信办五个 100网络精品工程、国
家文物局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文博河南》第四季将重点推出“诗画中原”系列，共二十集，
分为《诗》和《画》两部分，在充足的个例分析之下，以精美的镜头、
高度凝练的语言描绘出各个重要时代的艺术精神，深入浅出地展
现诗画艺术中的中原之美。

本报讯（记者 秦华）作为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场
活动的组成部分，6月 10日，“红色
文物说——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
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郑启
动，并现场进行了首场推介，来自
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林州红旗渠纪
念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等单位的
优秀讲解员，通过一个个红色文物
故事，集中讲述焦裕禄精神、红旗
渠精神、大别山精神。

为进一步推进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工作，强化区域联动，加
强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在河南省委宣传部的指
导下，河南省文物局联合山西、河
北、山东等省文物部门联合举办
2023年“红色文物说——晋冀鲁豫
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
活动”。

活动以“学思践悟二十大 踔厉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共分初选和
集中讲解推介两个阶段，初选阶段
由四省省级文物部门分别组织实
施；集中讲解推介阶段以讲解比赛
的方式进行，由河南省文物局牵头
组织实施。

活 动 参 加 范 围 是 晋 冀 鲁 豫
四 省 被 列 入 晋 冀 豫 和 冀 鲁 豫 两
个 革 命 文 物 保护利用片区的革
命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遗迹开放
单位的专业讲解员。要求四省讲
解员以革命文物为依托，通过深
入挖掘革命文物的精神内涵，讲
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
故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
有贡献。

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
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郑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红新）6月 10 日是我国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汝州张公巷窑遗址前四次发掘成果
展”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吸引众多观众欣赏。该展
览将持续至12月 30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该成果展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郑州大象陶瓷博
物馆承办，是张公巷窑遗址前四次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与
首次对外亮相。展览共分张公巷窑出土青瓷器、张公巷窑
遗址出土生活用瓷器两个部分。该展览展出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多年来在汝州张公巷窑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及研究成
果，萃集张公巷窑发掘的精品文物206件（套）。

走进展馆内，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张公巷窑精美的青瓷
展品及其他瓷窑产品。这些瓷器各具特色，包括瓶、碗、盆、
盘、盏等青瓷。据专业人士介绍，青釉瓷是张公巷窑烧制的
唯一产品，制作讲究，工艺精湛，薄胎薄釉，胎质细腻坚实，釉
面玻璃质感强，常见的釉色有淡青、灰青和青绿等。

张公巷窑的发现为研究宋代五大名窑的形成与发展提
供了新的依据。张公巷瓷遗址位于河南汝州市区东南部的
张公巷东西两侧，自 2000年被发现以来，发掘出土大量高
质量的精美青瓷器，持续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成为陶瓷考
古和陶瓷研究中的热点。从烧造工艺来看，张公巷窑的产
品以素面为主，带装饰的器物极少。张公巷窑遗址除了青
釉瓷器外，还在不同地层及水井和灰坑等遗迹中出土了一
批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时期陶瓷生活用器，尤以金
代和明代瓷器最为丰富。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记
者昨日从市文物局获悉，郑州商都遗址
博物院商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据了解，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郑
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商文化研
究中心由郑州市与首都师范大学、郑
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共同成立。
该中心集保护展示、学术研究、宣传教
育、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将聚集国
内外商文化研究权威专家，委托重点
课题，通过打造商文化科研整理基地，
搭建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平台，出版
相关研究成果，实现商文化研究领域
的新突破。

据悉，未来，该中心将积极参与“考
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
国家重大考古科研项目，深入开展中华
文明起源及夏商文明进程、中国早期青
铜文明、中国古代都城形成发展、夏商
更替和商代前期历史等国家政治文明
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开展商代社会文
化生活等方面的主题研究，致力于打造
全国商文化研究的新高地。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商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 李焱 图）昨日上午，2023中国网球
巡回赛河南网球公开赛在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东区）网球场
挥拍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 200余名网球选手汇聚一堂，竞
技比拼一较高下。

2023中国网球巡回赛河南网球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中国
网球协会、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承办，设有
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共4个项目，全部比赛将于6月 18日结
束。河南省网球队共派出10余名年轻队员参加本次比赛，检验
阶段性训练成果的同时，进一步锻炼队伍，积累比赛经验。

中国网球巡回赛创办于2020年，是独立于ATP、WTA和
ITF三大巡回赛之外的全新赛事，赛事对标职业巡回赛，赛事
分为CTA200、CTA500、CTA800和 CTA1000四个级别，其
中前两个级别主要面向大众选手，而CTA800和CTA1000主
要面向职业球员和各省区市专业球员，赛事采用自主产权的竞
赛积分和排名系统。本次2023中国网球巡回赛河南网球公
开赛，属于 CTA800级别。

中国网球巡回赛曾于2020年在郑州成功举办，得到了各
界领导和专业人士的肯定，该项赛事再次来到郑州，是对河南
竞技体育工作的充分肯定，这场赛事势必在中原大地再次点
燃全民网球运动的热潮。

汝州张公巷窑遗址
发掘成果展开展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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