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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健身房
健身好“趣”处

本报记者 陈凯 见习记者 安欣

11月 7日早晨，记者来到我市室外智能健身房一
探究竟，了解郑州全民健身好“趣”处的“趣”之所在。

河南省体育场作为郑州市内体育场界“老牌一
哥”，一直也是全民健身达人的聚集地。室外智能健
身房早已是这里的“标配”之一。

记者见到市民赵毅品时，他正在使用室外智能
健身房智能健身区中的腿部屈伸双功能训练器进
行训练，“这里的健身器材很多，胳膊、腿、背等身
体各部位的肌肉都能进行锻炼。而且非常智能，
通过手机扫一扫机器上的二维码就能知道训练方
案，锻炼时通过器材旁边的显示器随时知晓自己训
练的次数和消耗的卡路里数。”赵毅品笑着说，“这
里的环境和空气都比较好，室外智能健身房等于是
把健身房搬到了户外，而且是免费的，我家就住在
附近，每天来这里享受便捷又智能的健身器材，何乐
而不为？”

赵毅品告诉记者，有了室外智能健身房的加
持，保持锻炼也有了动力，我计划冲刺明年郑马的
前 25名。

位于东三街附近的郑州市青少年公园内，也有一
座室外智能健身房。这座健身房可谓是老少皆宜是
公园里名副其实的“大明星”。立式健身车、上肢肩关
节双功能训练器、推胸划船双功能训练器……每天来
此锻炼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一边感受高科技科学健
身带来的趣味体验，一边不断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
实现强身健体的目标。

“现在人们对于运动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不
但要健身，而且更要科学健身。室外智能健身房正好
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玩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科学健身的福利，太好了！”家住郑州市
青少年公园附近的张清华颇有感触地说。

张清华介绍，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室
外智能健身房的出现不但让他们夫妻俩告别了室内
健身房，而且更点燃了他们的健身热情：“户外运动
空气好，科学健身还免费，我们俩锻炼的动力越来越
足了！”

室外智能健身房弥补了传统健身房收费高、密闭
空间空气不好等短板，为市民提供科学化健身服务，
迅速成为“网红打卡点”，很好地带动了周边居民的运
动健身热情，更有市民点赞道：“走出家门就能运动，
简直就是老百姓‘家门口的健身房’。”

心怀炽热梦想
奔赴新闻现场

本报记者 秦华 见习记者 黄栖悦

第 24 个记者节前夕，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资
深”记者，我需要带新入职的同事黄栖悦到新闻一线
采访。我想，在这个特别的采访中度过第一个记者
节，对小黄来说应该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

在与小黄沟通后，我们最终确定到中原地区最大
的文物宣传展示窗口——河南博物院采访，深入了解
该院的九大镇院之宝，它们，是我们这个文物考古大
省最引以为傲的国宝重器，是我们了解脚下这块热土
的最佳路径。

“我们先在网上查查相关资料，列下提纲，这样采
访时会有的放矢。”这是每次采访前的必备动作。

“眼前这件文物便是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
之一——云纹铜禁，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
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昨日一大早，我
俩来到河南博物院三楼展厅，热心的志愿者为我们进
行详细的讲解。眼前的文物之精美、工艺之先进，让
人不由得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我们边参观、边记录，
不时发问，认真聆听，小小的采访本密密麻麻地记录
了现场捕捉到的关键信息。

当听到云纹铜禁刚刚出土时是几百块碎片，是
文物修复师花了 3年时间才恢复成我们目前所见的
面貌时，小黄不由得感叹：“真的难以想象，它重见天
日时是怎么样的‘粉身碎骨’，又是谁呕心沥血，将数
百个碎片组合复原，让我们能有幸看到几千年前的
珍品。”

古朴精美的贾湖骨笛、呆萌可爱的妇好鸮尊、年
代久远的杜岭方鼎、绝妙奇巧的莲鹤方壶……一件件
文物，带我们穿越千百年，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奇异的

“对话”。
3个小时的采访很快结束了，小黄意犹未尽，她对

自己的新闻之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每一件文物，背
后都有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展现，作为一名
初出茅庐的记者，我得时刻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坚
定不移地选择这个职业，心怀炽热梦想，奔赴新闻现
场，不负美好未来，将更多值得看见的故事与真相展
现给读者。

小黄的话也让我这个“老记”深有感触：是啊，走
得再远，也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当初走上新闻之路，不也是因为对新闻的热
爱吗？星光不负赶路人，还有那么多的美好篇章等待
着被书写。

万亩“田宝宝”有个“好保姆”
本报记者 张立 见习记者 赵冬

深秋时节，新郑市观音寺镇，
大片农田披上新绿。种子从泥土
中长出幼苗，拔节出穗，收割磨面，
离不开农民辛勤劳作。就像幼儿
离不开呵护，如何为粮田找个“好
保姆”？观音寺镇正在探索。

观音寺镇地处新郑市南部，
拥有5.4万亩优质农田，是新郑市
粮食主产区。伴随着近年来村庄
变迁，农民居住地与耕种地距离
较远，去地里干活儿很不方便。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必须
让粮田有人悉心照顾，就像照顾
孩子一样，才能实现稳产高产，降
低成本，增加收入。”新郑市观音
寺镇农办负责人说，在尝试过多
种农田经营方式后，他们找到一
条农田适度规模化托管经营的路
子，目前已让1.3万亩农田有了专
心照顾他们的“保姆”。

菜王村是观音寺镇最先“吃
螃蟹”的村。秋天的阳光下，村部
化肥、种子摞了十几大包。“这是
集体采购的小麦良种和优质化
肥，批量购买，价低质优。”村支书
说，刚下过雨地里下不去人，地稍
干一点，就能种上。近年村里农
田多数由村支部集中托管，农资
集中采购降低成本；田间生产道
路复耕增加实际种植面积；本村
民组耕地，仍有本组负责耕作，村
民自愿参与，管护意识增强；三大
优势促使连年收成稳定，抗风险
能力增强。

王付亭所在的小赵庄自然
村，是菜王村首批参与托管村民
组。 100 多户村民的 290 亩地
块，整合为一块大田，田间道路复
耕增加 30亩种植面积。2021年
秋，王付亭把自家 4亩耕地集体

托管，农活儿由村合作社组织村
民完成。第二年收到土地收益
5000余元，比以往还多。

为帮助“保姆”照顾“田宝宝”，
观音寺镇在原有农业合作社基础
上，整合资源成立镇级“三农”服务
联合社。“农机服务、技术指导、病虫
害防治、农险理赔都通过联合社集
中服务。”镇农办负责人说，今年夏
天连续阴雨，联合社组织烘干晾晒、
农险理赔，农民收入并未减少。

干好农村事，关键看支部。
“以村级党组织为引领，发挥组织
优势，是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功
与否的关键。”观音寺镇党委负责
人说。他们摸索出的经验是，以
党组织为统领，农户土地入股，集
体统一经营、保底加二次分红，土
地适度集中，让田地有保姆，让农
业抗风险，让粮食更稳产。

泛黄的树叶染上秋日气息，
随着气温的骤降片片飘落。昨日
上午 9时，郑东新区北三环与九
如东路的落叶已经被环卫工人清
扫完毕，侯小爱也是他们的一员，
此刻正准备前往北三环与龙翔二
街交叉口东 500 米处的“户外劳
动者爱心驿站”，进行短暂休息。

记者随侯小爱走进爱心驿
站，只见驿站内饮水机、微波炉、
冰箱、电视等一应俱全，“服务群
众零距离”的标语悬挂在白墙
上。侯小爱坐在椅子上饮水休
息，在这里缓解早上 6点开始清
扫落叶的工作疲惫。

这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是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
市管理局）建设的，目前由河南东
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后期运
营和管理。东越市政环卫负责人
告诉记者，公司负责郑东新区龙
湖和龙子湖区域环卫工作，爱心
驿站从去年 7月份投入使用，主

要针对户外劳动工作者，路过的
市民和司机也可以使用，一年下
来，已经接待了1万余人次。

丰富的硬件设备和便民的位
置覆盖，使得该“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在 2022 年获得省总工会

“河南工会示范性户外劳动者驿
站”的称号，也被全国总工会推树为

“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我们 9点忙完，就过来接一

点热水，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下
雨天可以避雨，夏天可以乘凉，手
机可以充电。此外，每个月在这
里还可以领取爱心餐。”说起爱心
驿站，侯小爱赞不绝口。她说有
了这个“家”，能够解决像她这样
的户外劳动者热饭难、喝水难、休
息难、如厕难等实际问题，很温
暖，很温馨。

11月初的郑州，正是树叶频
繁掉落的季节，也是环卫工人工
作任务最重的时候，劳累的工作
加上突然的降温，让这座矗立在

北三环旁的爱心驿站变成了避风
的港湾，为一日辛苦劳作的户外
工作者提供一个小小的“歇脚
处”，传递着郑州这座城市的温度
和对劳动者的尊重。

记者了解到，随着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的提高，郑东新区的
环卫工作也越来越机械化、智能
化。目前，东越市政的机械化率
达到98%，一到大风、雨雪等恶劣
天气，这些机械作业将大大减轻
环卫工人的劳动负担，也明显提
升了工作效率。

东越市政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发挥爱心驿站“小站点，
大服务”的作用，在便民利民上作
出更多有益探索，不断完善驿站
功能，创新服务举措，打造全方位
便民服务阵地。

你守护城市，我们守护你，让
更多户外劳动者“路边有家”，一
处处爱心驿站成为一道道城市靓
丽风景线。

“你守护城市，我们守护你”
本报记者 覃岩峰 见习记者 李居正

本报记者采访前往爱心驿站休息的环卫工人

面朝黄土地里“刨金”
本报记者 杨丽萍 见习记者 陶然

“种菜黄河滩，水清天也蓝，大棚一百个，木屋三两间，怡情闲看
云，挥锄落垄间。”

“一棵能结两百个，半棚我卖八万多，做个城郊新农人，生活有苦
也有乐。”

“丝瓜软，黄瓜脆，蔬果刚入烟火味。”
这些顺口溜都出自“半仙儿老菜”——中原种业科技园负责人关

占威之口，他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作品时，常常把自己在园区的趣
事、乐事串个词唠出来，吸引了近万人关注。

11月 7日，郑州碧空如洗，天高云淡，记者探访位于惠济区的中
原种业科技园，在斑斓的田间地头，感知黄河边新农人关占威地里

“刨金”的趣与乐。
走进这片面积达 450亩地的大菜园，墨绿的辣椒又大又长，橙

色的南瓜果型“奇葩”，紫色的大白菜势头正旺，红色的萝卜圆润
饱满……

“这些都是今年郑州种博会在田间地头展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
新优品种，一共有 55 个品类、6506 种蔬菜。”关占威指着露天地
里的紫白菜说，“这些品种都是独一份的，市民在别处很难见到、
买到、吃到。”

10月 27日举行的第五届郑州种业博览会暨第八届中原国际种
业科技展览会上，辣椒和瓜类是名副其实的“心尖尖”。

“今年展会光辣椒就有1789个品种，牛角羊角螺旋椒，薄皮皱皮
灯笼椒……全国的头号辣椒种子选手，基本上都在这片地里了。”关
占威说。

1789个辣椒品种、6506个蔬菜品种一起成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一般从每年的 3月 1日就开始面向全国征集种子，根据不

同蔬菜的成长周期倒排种植日期，比如朝天椒 4月就要播种，快菜 9
月下旬播撒，其间还会根据天气状况适时调整大棚的温度、湿度，以
此来控制蔬菜的成长速度。”关占威说。

行走至南瓜种植大棚时，大棚两侧的机器装置正发出嗡嗡的
声音。

“园区配备了智能物联网，在水肥一体化中心，只需要一名技术人
员就可以完成对整个园区的灌溉。天气晴好时，技术人员在手机上点
点指尖，就能操纵大棚实现顶部和两侧的开合。”关占威解释说。

站在园区中间的小木屋上往下望，这片土地就像是一个炼金炉，
好种子差种子，只有种下去试试才知道，而关占威和这些扎根黄河边
的新农人就像是一个个的“炼金师”，面朝黄土，地里“刨金”。

在古都郑州，有一群默默无闻的文物修
复师。他们一次次穿越历史时空隧道，与一
件件文物深情对话，用双手留住那早已流逝
的珍贵时光；他们饱含着对商都文化的挚
爱，用耐心和细心让一件件破损的文物得以

“重生”。
在第 24个记者节前夕，记者走进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整理研究基地探访。
昨日 9时，记者如约来到位于该基地二

楼的文物修复室，迎面看到 52岁的文物修
复师李恩圆正在认真端详着一件破损的古
代陶器。

“这是商代的陶鬲，出土时缺损比较多，

需要进行细致修补。”李恩圆一边告诉记者，
一边去身旁的胶泥袋里取出一块红褐色的
胶泥。只见她将胶泥揪个小团，然后搓成
长条状，小心翼翼地盘贴在文物缺失的地
方。半小时后，随着一条条胶泥被整齐地
粘补在破损处，一个完整的陶器神奇地出现
在眼前。

文物修复并非简单地“拼图”。李恩圆
指着手中的陶器告诉记者，首先要进行拼
对，然后黏接，最后才是复原。完整的复原
需要盘泥条、刮平、做纹饰、贴外膜、掏泥、灌
石膏等十多个步骤。不同时期的文物有着
很大区别，就拿“鬲”来讲，它各式各样，口

沿、足、腹部都不一样。
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需要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清贫。在这个岗位上，李恩圆一
干就是 20 多年。她的同事刘福来已近花
甲，秦秀花也50多岁，最小的同事梁芳芳已
过而立之年。

文物修复室的陈列架上，有复原的大口
尊、陶罐、陶鬲、陶盆等，这些都是纯手工修
复的。

“在修复时，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难
题。比如碰到文物没有盆底的话，我们会去
咨询专家，了解不同年代的文物造型特征。
再比如，甑的孔有几个，这需要严格按照历

史时代去考究。”李恩圆说。
采访结束时，记者回头看到李恩圆还

在用自制的纹饰工具耐心地复原着陶器
细纹，秦秀花还在一刀刀刮平捏口罐多
余的泥土，刘福来还在认真研究着一件
陶罐如何修补，梁芳芳依然在认真拼接
着一个灰陶盆……

一件件深埋地下饱受岁月洗礼的文物，
经过这些能工巧匠的精心修复，重新绽放
光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通过指
尖的辛勤劳动，让一件件破损的文物重
放异彩，坚毅地扛起文物工作者的责任
与担当。

吃上“文旅饭”
村民乐开怀

本报记者 李晓光 见习记者 康钰

11月 7日上午，记者来到登封市唐庄镇王河村，走入山水之间，
体验文旅融合下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发展、新变化。

深秋时节，天朗气清，层林尽染。沿着整洁的村路缓缓行进，“醒
山民宿”等各具特色的民宿映入眼帘，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乡间
凉爽的风带来纯净的气息，一扫城市生活的忙碌与紧张。

“像这样的农家特色民宿在王河村有 20多家，已形成了‘民宿集
聚群’，我们要打好山青水绿这张牌，吸引更多的人来此观光度假。”
村支书刘松和给记者讲述着王河村喜人的变化。

昔日的王河村虽然有保存完整的屈磐、集场、石头庙等清末古朴
村落，更有传承千年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摸摸会”，堪称嵩
山历史民俗文化的“展览馆”，但依然改变不了省级贫困村的窘态。
近年来，在郑州市政协的帮扶下，依托生态优势，围绕“五星”支部创
建、美丽乡村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产业发展、文明乡村建设等方面进
行巩固提升，村内道路路面提升 200 平方米，村内绿化、精品打造
2500平方米，新建生态停车场 300平方米……力争把王河村建设成
集休闲、体验、避暑、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

“我们村的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刘松和
介绍，“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为王河村的村民带来了
经济收益，还为村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在民宿工作，平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住，十分方便。”醒山民
宿的工作人员李婉婉说道。家在郑州市区，同样在民宿工作的她感
受却不止如此：“来到王河村，明显感觉到生活节奏的改变，获得感更
足，幸福感更强。”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当村民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家乡建设，
将汗水挥洒到美丽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去，会更有拼劲、闯劲、干劲，更
有幸福感、参与感、获得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几个醒目的大字竖立在田野间，记者
深刻感受到了王河村的文旅发展实践，正在将“绿水青山”逐步变成

“金山银山”，将幸福浸润于村民心间。

用匠心与文物深情对话
本报记者 成燕 见习记者 孙婷婷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4个中国记者节。
这是一个有着职业仪式感和自豪感的节日，是属于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节日。
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因为是记者，所以我们在新闻现场——这

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亦是我们的使命和骄傲。因为是记者，所以在记者节这一
天，我们也不曾休息，在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我们用笔墨、

镜头对准这个时代，在考验中锻炼“脚力”，在实干中磨砺“眼力”，在思考中提升
“脑力”，在奉献中书写“笔力”。

这份坚定，因为热爱；这份坚守，源于责任。
只要有新闻，我们就会出发！
记者节快乐！

奋力奔跑！绽放最美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