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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非遗 里的 别样浓年味儿年味儿

“无论是在校当教练，还是在海外传
授武艺，我都把传播少林武术当作一种
责任！”他是鹅坡武校运动会上的全能少
年郎，也是夺得河南省少林拳六连冠称
号的精武小伙，海外传艺 8 年后他带着

“洋弟子”的赞誉回到故乡，又在郑州市
兴办武馆，发起比赛，积极推动武术文化
的传播。

“一部《少林寺》影响数代人，它的影
响力一直在持续发散，我喜欢功夫也和
它分不开。”2月 12日，中原商贸城内的
承功武馆，46岁的赵长安将一套少林拳
打得虎虎生风，之后的演练更是带起刀
光一片。

1992年，赵长安离开商丘虞城老家，
来到登封少林鹅坡武术中等专业学校拜
师学艺。1993年的校运会上，13岁的他
在 35公斤、40公斤、45公斤级散打比赛
中独揽冠军头衔，同时收获套路第一名
的称号，成为校内名副其实的“武状元”。

少年赵长安在各大比赛中不断磨
砺自我，他的武术技艺得到了广泛认
可，平时的努力付出也让他在赛场上所
向披靡。

1999年到 2006年，赵长安在少林鹅
坡武术学校担任校队主教练，期间培养
出多位省级及全国冠军和15名武英级运
动健将，自己则多次斩获各类武术比赛
的冠军，其中更是夺得河南省少林拳六
连冠的称号。

1999年，赵长安荣获首届河南省武
术馆校比赛少林拳冠军；1999 年、2001
年，他分别荣获第六届、第七届中国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少林拳冠军；2000年，他
在首届全国少林拳比赛中获少林拳、少
林棍两项一等奖；2004年，他在首届世界
传统武术节获少林拳、少林刀一等奖；
2005年，他在全国冠军赛（传统项目）获
少林拳、双鞭冠军。

2004年，赵长安在国家体育总局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推广的少林拳规定套路
系列中担当刀术演练者，为推广少林武术
做出了贡献。2005 年，他被评为“武英
级”国家运动健将和国家级武术裁判，开
始在国内多项武术比赛中担任裁判工作。

他表示，任教期间多次拜访武林前
辈，本着多学、多问、多看的原则，合理安
排科学训练，让所带的普通班晋升为学

校的院队，获得全国级比赛冠军60余枚、
省级冠军200余枚，自己的武术理论和训
练技术也不断更新。

少林武术威名远播，影响力早已遍
布世界。赵长安为推广少林武术文化，
多次代表少林武术团出访演出，到过法
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 20余个国家，受
到了当地国外友人热烈的欢迎，还有了
一段海外传武的独特经历。

2006年，赵长安受印度尼西亚国家
队的邀请，出访印度尼西亚担任武术国
家队教练工作，凭借着过人的本领提升
当地武术水平，在当地掀起一股学习中
国功夫的热潮。

2019年上海世界武术锦标赛上，印

度尼西亚选手埃德加·泽维尔·马弗洛在
长拳、枪术和对练项目中拿下三枚金牌，
他提到对自己武术生涯产生影响的教练
时，还表示：“第一个是赵长安，他是我的
第一个教练，他培养了我，对我很信任，
也看到了我具备成为冠军的潜力。”

2018年，赵长安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对外交流项目需要，出访非洲卢旺达继
续传播少林武术，之后又多次出国培养境
外班学员，而他在国内的武馆也成为少林
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吸引了众多国
内外武术爱好者前来学习和交流。

从海外归来，赵长安继续致力于少
林武术的传承和推广，他在郑州市设立
承功武术馆，以传承传统武术为己任，通
过教学和训练培养新一代武术运动员，
并对未来毕业学员的发展规划进行研究
和指导。

“一是升学考入体育大学，二是进部
队当兵报效祖国，三是步入社会创业开
馆授徒，四是进入影视行业做一名武术
演员。”他认为，无论学员未来选择哪条
路，只要有扎实的武术基础，都会有用武
之地。

为了进一步推广武术文化，赵长安
积极策划和发起了多项武术比赛活动。
他表示，做比赛是一次大胆尝试，在责任
与情怀的驱动下，一步一个脚印把比赛
做下去，朝着精品赛事去发展，期待赛事
能够走向更高的台阶，产生更大的影响
力，汇集更多的武术精英，未来还将考虑
加入散打、跆拳道以及时下最火的自由
搏击等比赛项目。

畅享城市文博美
文明参观成“标配”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寒假与新春假期叠加，市内各大博物
馆迎来参观热潮，众多放假学生与游客纷纷走进博物馆，探寻历
史文化的魅力。令人欣喜的是，馆内处处彰显文明旅游新风尚，
参观者用实际行动诠释文明内涵。

在郑州博物馆，学生与市民有序排队，自觉间隔距离，入馆安
静而整齐。一位带队老师表示：“假期带孩子们来博物馆，不仅是
让他们增长知识，更是培养文明素养。大家都很自觉，展现出良
好风貌。”现场工作人员也感慨，如今参观者文明意识显著提高，
引导工作轻松许多。

进入馆内，学生们轻声交流，专注欣赏展品，沉浸在历史文化
的氛围中。走到独立摆放于玻璃展台中的珍贵文物展示区，人们
自觉放慢脚步，小心避让，避免触碰展柜。遇到需要讲解的展品，
大家围聚一旁，认真聆听，讲解结束后还会向讲解员礼貌道谢。

博物馆内丰富的体验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寒假期间多次开放的手工活动，
成为游客体验非遗、了解文化的平台。

近年来，随着文明旅游宣传教育的深入，市民文明素质不断
提升。在博物馆这个文化窗口，参观者排队有序、文明参观、积极
参与，为寒假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也让文明旅游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

扭秧歌、踩高跷、舞狮这些传统民间
艺术，为春节带来热闹喜庆的同时，也成
为老百姓祈愿吉祥、消灾除难的活动。

进入正月，小相狮舞第 22代传承人
李金土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现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演出
呢，正月十六回咱巩义……”这几年来，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相狮舞已
经把这一绝技在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
展示。

“从春节到现在时间都排得非常满，
我们参加了河南的春晚、国家非遗的春
晚，又去了雄安，现在在内蒙古……咱们
的小相狮舞一出场就大受欢迎。”聊起小
相狮舞，李金土毫不掩饰骄傲和自豪。

小相狮舞是巩义市鲁庄镇小相村流
传的一种传统舞蹈节目。据记载，小相
狮舞于明代后期开始演出，至清代嘉庆
年间达于鼎盛，声誉鹊起。小相狮舞有
文狮（地台、桌子）、武狮（高台）和群狮
（顶天柱）之分，其表演洒脱大方，稳重细
腻，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既能以顽皮诙谐

的动作表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至善境

界，又能以雄放粗犷、刚劲有力的舞姿表

现狮子威武勇猛的气质和矫健灵活的神

态（如图）。

清代嘉庆年间，霍乱突起。那时民

间认为霍乱是妖鬼作祟，于是小相人就

用狮舞驱病避邪。霍乱过后，小相狮舞

便被保留下来，每逢年节庙会便会热热

闹闹地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狮舞。

19世纪中期之前，小相狮舞以地摊

为主，即在平地以四回斗狮舞蹈，使用器

械有大刀、单刀、双刀、枪、大镰、三股杈、
梢子棍、绣球等。

清末，小相狮舞已发展为高台与地

摊并重。所谓高台就是两张板凳一层，
层层上摞，能摞到12层，每层都有4个人

“捉板凳”，最高一层是 3张板凳。先是
一个狮子在舞，后成了双狮舞，有“板凳
架”“踩独绳”等。每个套路都有固定的
动作。

改革开放以后，小相狮舞艺人把地
摊、桌上和高台有机结合搬上了舞台，打
破了一般杂技狮舞模式，为狮舞的发展
作出了新的贡献。

经过几代舞狮人锐意创新，小相
狮舞向高空狮舞套路摸索，其中，通天
塔最是惊艳。塔如其名，从开始的十

几米发展到如今的 21 米，舞狮人借助
绳索徒手爬上顶端圆台，各自表演多
种狮舞套路，最后合体挥旗展幅，好不
壮观。

2008年，小相狮舞凭借如此“高度”
的狮舞表演，登上“迎奥运非遗展演”舞
台，连演 20天，震撼京城，拿下金奖，荣
获“中华第一狮”的称号。同年 6月，小
相狮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李金土告诉记者，除了表演套路、形
式的创新，他们的团队一直思考如何将
小相专有的高空狮舞进行文化赋能，使

其承载更多文化价值。经多年探索，他
们将国家、民族、人口、山河等中国特色
元素融入其中。

例如，通天塔转盘的直径 9.6米象征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34头狮子代

表 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

区，56条龙寓意 56个民族。此外，表演

还融入五岳、长江、黄河以及二十四孝、

二十四节气、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元素，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

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小相狮舞之所以能一举成名，与其
表演时的“高”和“险”有着很大关系。舞
狮表演时，“回回”（引狮人）拿一绣球转、
抛、拍、接逗弄狮子，狮子作扑、跌、翻、
滚、跃之态，抢夺绣球。随即“回回”口衔
绣球，仅靠双手双脚，弓背匍匐，爬上 21
米高的大约倾斜 45度的绳索高台，到顶
后继续摇动绣球，叮叮作响。狮子一阵
眨眼摆首后跃跃欲试，爬上绳索，争抢
绣球。

狮子是由两位舞狮人身披狮子被，
一头一尾、一前一后、手接脚继、爬上高
空，并做出腾空、回旋等高难度动作，令
人叹为观止。

“这些动作都已经深深刻在每一个
舞狮人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在这么高的地方舞狮不能有任何闪失，
从开始训练起，至少 3年才能培养出一
个上高台的队员，训练非常艰苦，风险也
很高，这也正是我们小相狮舞的魅力所
在。”李金土说。

小相狮舞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焕发
出新的活力，它不仅是一种中国特色的
传统舞蹈，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
象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强信心强信心

诚信建设

跑出开局“加速度”
助企暖企“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董茜 通讯员 邹勉勖）全年看首季，全局
看开局。春节假期刚过，郑州经开区潮河办事处以“开局即冲刺、
起步即决战”的拼抢姿态，全力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确保实现
一季度“开门红”，为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坚实基础。

定制化政策，“叩门问需”。坚持需求导向，办事处工作人员
汇总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工业、服务业、社消零、科技人才等
相关政策，制作“政策明白卡”，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第一季度
生产经营情况、增资扩产计划等，为企业制定个性化政策，把政策
送到企业心坎上。截至目前，已发放“政策明白卡”500余份，郑爱
经开小程序新增注册企业36家。

立体化服务，“助跑赋能”。工作人员说，在走访过程中，他们
注重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难题，收集政策奖补、人才保障、用工需
求、员工住宿等方面诉求18条，坚持能办即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
益，提供精准服务。

制度化包保，“培土固根”。进一步细化拓展“企业大走访”活
动包联服务企业，除对区级方案中明确走访的重点企业外，办事
处工作人员将走访对象拓展到所有“四上”企业及本年度有望“小
升规”企业，建立“办事处分包领导+分包站所负责人+社区党组织
书记”的常态长效包保机制，明确奖补政策宣传、企业诉求收集等
任务，全方位服务企业生产经营。

潮河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政企联动，靠前细化任
务、完善措施、落实政策、推动项目，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网格精准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玉龙 张囡）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助力企业健康发展，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颍河路社
区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近日，社区网格员按照网格分包深入
辖区企业，开展摸排走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为企业解答难
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颍河路社区以网格为基础，建立网格分包联系走访制度，社
区网格长分包辖区企业，定期开展企业调查走访工作，深入企业，
了解企业的发展规模、经营状况，及时掌握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
到的难题，同时帮助企业找准相关的惠企政策，以确保企业能够
知晓政策，用好政策。

下一步，颍河路社区将继续以“五星”支部建设为契机，充分
发挥网格化治理优势，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工作，精准对接企
业需求，落实惠企政策实施，持续优化助企服务，确保“万人助万
企”活动取得扎实成效。

便民“零钱兑换箱”
诚信换取不减反增

本报讯（记者 张倩）“我们从宁夏过完年回来，坐车忘拿充
电宝了，手机没电了，正愁没零钱坐公交呢，看到这个零钱箱真
是太好了！想得真是周到，太感谢了！”2月 12日逾 11时，张先
生在火车站西广场 981路调度室外设置的“诚信零钱兑换箱”换
完零钱后，特意向981路调度员和驾驶员表示感谢。

郑州公交 981路调度室位于郑州火车站西广场，此处作为
郑州市中心交通枢纽，线路覆盖广、客流大，虽然现在乘坐公交
地铁时电子支付普及率挺高，但还是有许多乘客因为种种原因
找到调度室临时换取零钱。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出行，981路调
度员和驾驶员就在调度室外设置了这个“诚信零钱兑换箱”，每
天在箱子里放置一些零钱，供有需要乘客换取。为了管理好零
钱箱，981路党员驾驶员苗晓燕作为“诚信零钱兑换箱”管理员，
负责兑换零钱工作，并定时查看零钱剩余情况。

“设置这个零钱箱，一方面为火车站西广场内需要兑换零钱
的外地乘客和老年乘客提供便利，减少他们换取零钱时间；另一
方面，通过自取兑换也能助力提高郑州市民诚实守信行为，自零
钱箱设置开始，近 5年来，我们每天都会在零钱箱放一些零钱，
今年春运开始后来换零钱的乘客逐渐增多，放置零钱的金额也
随之增多，诚信零钱兑换箱里的钱从未少过，有时候还要多出几
元钱。也有许多乘客换完零钱后，还会特意到调度室给我们说
声‘谢谢’，挺让我们感动的!”调度员王娜说。

小相狮舞 舞动全国的“中华第一狮”
本报记者 谢庆 文/图

他用行动让功夫梦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汪永森 文 白韬 图

文明旅游

本报讯（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申蕊闻）为
全力保障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昨日，二
七区嵩山路街道望江居社区开展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行动，对居民小区、大型商超、宾
馆酒店、书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面排
查整治，着力消除火灾隐患，不断提升群众
消防安全意识。

此次行动重点围绕消防设施设备运
行、安全通道管理、用电用火规范等 3个关
键领域展开。检查人员仔细对辖区 32处
场所的消防栓水压、灭火器有效期、烟感报
警装置灵敏度进行了逐一检测。同时，对

商超仓库、小区楼道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
充电处等 4处隐患实施立查立改，清理占
用消防通道障碍物 7处，拆除私拉乱接电
线设施2套，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

在排查整治过程中，社区同步推进消
防安全宣教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开设“流
动课堂”，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向商户负责
人讲解初期火灾扑救技巧。

下一步，社区将重点加强巡查力度，对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复查，同时积极筹
备消防应急演练，为居民营造更加安全、和
谐的生活环境。

日前，中原区
红十字会、郑州市
红十字法律工作志
愿服务队在探十里
献血屋前联合开展
了应急救护与法律
保障宣讲“急救地
摊”和无偿献血宣
传活动。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消防隐患“大扫除”安全意识“大提升”

赵长安习练少林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