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5·18国际博物馆日

在郑州，发现博物馆之美
我市多家博物馆捧出“节日大餐”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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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灿烂的中原文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从人文始祖黄帝、隐士鼻祖许
由、思想家列子，到西晋文学家潘安；从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到诗坛巨匠白居易、李商隐……他们以滔滔文才光照时代，铸造着郑州的传
统文化和人文精神。

同时，郑州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城市发展活力十足。当前，郑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省委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现代食品、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
经济社会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本报特推出【厚文强工·问郑】系列报道，通过对和郑州有关历史名人的故里实地走访和现实价值挖掘，展示郑州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同时，对郑州工业、郑州品牌进行深入报道，展现郑州发展新质生产力、强产业促发展的实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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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文】遇 故 知 【强 工】压 舱 石

初夏时节，来到列子故里——郑东
新区圃田乡拜列子墓、瞻列子祠、游御风
台的游客络绎不绝。清风徐来、风吹林
响，让人仿佛真的能体会到列子“御风而
行”的逍遥自在。作为道家的重要代表
人物、家喻户晓的“寓言大师”，列子为我
们留下了无数文化遗珍，时隔千年仍然
闪烁着睿智与哲理的光芒。

列子是地地道道的郑州人，他出生、
成长、成就、安息于郑国圃田。在郑圃隐
居的 40余年时间里，列子潜心学问，著

书 20 余篇 10 万余言，今存《天瑞》《仲
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
王》《力命》8 篇 140 章，共成《列子》一
书。《列子》是其集大成之作，因唐玄宗曾
封列子为冲虚真人，所以《列子》又名《冲
虚真经》，与《道德经》《庄子》《文子》并列
为“道教四部经典”。

据统计，《列子》给人们留下了 100
多个寓言故事、70多个成语。我们从孩
童时期便学习的《两小儿辩日》《纪昌学
射》课文、（下转二版）

列子：“寓言大师”御风而行
本报记者 秦华

初夏时分，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
岛，鳞次栉比的高楼与郁郁葱葱的草木
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湖岸之上，数百家
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拔节生长。

“随着人员的增加，原来的办公场地
明显不够用，现在产品更新迭代越来越
快，开拓的市场越来越大，要想继续保持
赛道领先地位，就必须给未来发展留足
空间。”在中原数据产业大厦三楼，第三
维度（河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CTO丁松阳说起从龙子湖智慧岛大

厦“搬家”的缘由，话语中透出兴奋。
日新月异的时代，人工智能（AI）正

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世界。作为一家
创立起就将 AI引入建筑设计领域，以
数字化、智能化助力行业发展的人工智
能公司，第三维度自主研发的“Trans-
BIM”平台于2021年 10月一经上线，便
在业内引起轰动。

2022年，通过“TransBIM”平台，全
国首个机器人绘制的建筑施工图便获得
主管部门颁发的审查合格证，（下转二版）

第三维度：AI，改变建筑设计
本报记者 覃岩峰

位于郑东新区圃田乡列子祠内的列子像 本报记者 马健 摄 第三维度的展示墙上标注了“TransBIM”成长的重要时间节点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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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8日，北京大学郑州新材料
高等研究院项目开工仪式在郑州市举行。省
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
出席。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锦代表北
京大学向河南省、郑州市长期以来对学校发
展建设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河南近
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活力不断
增强。北京大学与河南省有着坚实的合作基
础，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人才交流等多个
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北京大学将进一步把

学科、人才资源优势与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区
位优势、产业基础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政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把北京大学
郑州新材料高等研究院建设成为全国领先、
世界一流的新材料科技创新平台，为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助力我国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希望校地双方齐
心协力，早日把研究院建成校地合作的标志
性工程。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致辞中
表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坚定将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战略摆在“十大战略”首位，高起点推进
科教资源布局重塑重构，全省科教事业实现
跨越发展、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郑州市坚决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建设一流
大学郑州研究院作为关键抓手和有效途径，
带动全市创新发展起势成势。北京大学郑州
新材料高等研究院的落地建设，必将为河南、
郑州科教事业和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
力。郑州将不断深化与北京大学的战略合

作，共同努力把研究院打造成创新型、国际
化、市场化、服务型教育科研机构，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创新支撑。

省领导孙守刚、陈星、宋争辉，北京大学
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出席。

北京大学郑州新材料高等研究院由河南
省人民政府、北京大学和郑州市人民政府联
合共建，是北京大学在豫开展前沿科技研究、
应用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开发、新兴产业培育
等工作的前沿阵地。

（据《河南日报》）

北京大学郑州新材料高等研究院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楼阳生王凯龚旗煌出席

新华社西安5月18日电（记
者 杨湛菲 蔡馨逸）2024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18日在陕西西安举行。记者从活
动开幕式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发
布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博
物馆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创历
史新高；举办展览 4万余个、教育
活动 38 万余场；全年新增备案博
物馆 268 家，全国备案博物馆达
到 6833家。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
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开幕式
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表示，要统筹推进不
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
建设，持续推出高品质文化供给，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打造人民群众
终身教育场所。国家文物局公布
了第五批 12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国家一级博物馆总数达到 327家；
公布了第二十一届（2023 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名单；举行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开馆暨“秦汉文明”系列展览揭幕
等活动。

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题论
坛、青年论坛、策展人论坛和秦汉文
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全国各地
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开展数千
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据
悉，2025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北京。

2023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2.9亿人次
创历史新高

郑 州 建 设 集 团
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何雄出席仪式并揭牌

本报讯（记者 翟宝宽 胡成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
快推进高质量发展。5月 18日，新组建的郑州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揭牌仪式举行，市长何雄出席并为企业揭牌。

国资国企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产业发展的“主力
军”、科技创新的“领头雁”。近年来，我市以“两转一提”为
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快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向纵
深发展，全市国资国企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据了解，郑州建设集团去年 12 月正式获批组建，先
期由郑州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锦源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市城市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重组整合而成，是一家以投融资带动、勘察设
计、施工建造、房地产开发、运营为一体的大型建筑业国
有企业集团。郑州建设集团的组建成立对做强做优做
大建筑产业，加快在建筑领域形成新质生产力有着重要
意义，将有力助推我市加快构建“一业一企一强”国企发
展新格局。

王鸿勋出席。

黄河惠济区段入选
省级美丽幸福黄河

本报讯（记者 李宇航）记者昨日获悉，在近日发布的河
南省2023年度省级美丽幸福黄河名单中，黄河郑州市惠济
区段在列。

黄河惠济区段位于惠济区北侧 15公里，辖区黄河河
道 33 千米，堤防 25.172 千米，居黄河下游上首。惠济区
是郑州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
起步区建设的重要承载地，其始终坚持“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将幸福黄河建
设和黄河治理等有机结合，打造安澜、和谐、生态、文化
的幸福河。

经过多年建设，如今惠济区段黄河水优岸绿、人水和
谐、景美文昌，生态流量常年达标，水质稳定在三类以上，实
现了水量足、水质优。沿线三十里画廊将郑州市黄河花园
口旅游区、郑州黄河文化公园、郑州黄河滩地公园、郑州黄
河国家湿地公园等黄河沿岸的秀美景观串联在一起，绘就
全域人水和谐的美好生态画卷。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 文/图）5月 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
围绕今年“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主题，郑州多家博物馆推出精彩活动，
让文博走进校园、走入公园、走上课堂，在寓教于乐之中为广大市民带来一
场文博“节日大餐”。

文创产品形式新“活”化文物好评来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的主题，在 5月

18日当天，联合黄河路二小举办“‘大象陪你 大器早成’守护陶瓷国宝馆校
教育课程成果展”，全面展示孩子们在参观、研究博物馆珍品文物后，将厚重
历史知识融入鲜活艺术节目的成果。

据了解，黄河路第二小学六三班是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在开展馆校
教育实践课程中的定向班级，通过两年来“请进来、走出去”的研学教育，
学生们组成了“陶瓷国宝守护小组”，用自己的视角来解读中原文化古陶
瓷文化。 （下转二版）

第21届河南省少儿戏曲
小梅花大赛总决赛举行

郑州选手夺得“小榜眼”称号

本报讯（记者 苏瑜 张晓璐）5月 18日下午，第 21届河
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郑州管城区
小皇后大剧院举行。经过此前 5天 5场的激烈比拼，15位
金奖选手来到总决赛的现场，在 5组 2轮激烈角逐后，小状
元、小榜眼、小探花火热出炉。郑州选手张富康夺得“小榜
眼”称号。

河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已成功举办了20届，被誉
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希望工程”，20多年来培养、推介出一
大批优秀青年戏曲人才。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文联、省戏剧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管城区委、管城
区政府、河南卫视《梨园春》主办。大赛采用省市县乡村
(社区)五级联动，从全省 3200余名孩子中层层选拔出 127
个个人节目、14个集体节目进入决赛，涵盖豫剧、曲剧、越
调、京剧、道情、宛梆等多个剧种。

总决赛现场，年仅 8岁的郑州选手郑羽潇，带来豫剧
《红灯记》经典选段。台下稍显腼腆的他，台上以从容不
迫的台风和铿锵有力的唱腔，将自己扮演的共产党人李
玉和的英雄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位引人注目的郑
州选手是冯滢滢，以豫剧《花打朝》选段“小郎门外连声
请”中的程七奶奶一角亮相舞台，用活泼欢快的表演，赢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还有一位郑州选手张富康年纪稍
长，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选择了贾文龙经典作品
《村官李天成》中的“拉车”一折作为参赛曲目，最终成功
进入总决赛第二轮选拔，并最终夺得“小榜眼”称号。

比赛间歇，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汪荃珍，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金不换带来名家唱段，点燃现场热情。

据郑州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市自2013年开展少
儿戏曲小梅花大赛以来，潜心深耕，挖掘推出大批优秀少儿戏
曲人才。此次，郑州市从来自全市百余名选手中选出10个个
人节目、2个集体节目进入全省大赛。全省选拔24名金奖选
手，郑州市4人入选。2个集体节目《王金豆借粮·绣房》《新版
白蛇传·游湖》分别荣获集体节目总决赛第二名、第三名，总成
绩名列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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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路二小的孩子们根据郑州大象陶瓷
博物馆馆藏唐代花釉拍鼓，创作了古乐舞蹈
《青花瓷》并在博物馆门前演出，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