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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吧！少年
本报记者 汪永森 刘德华 实习生 陈怡霖 文/图

3 月 23日，郑州市红云武馆摔跤训练场
之内，一群身着专业训练服的年轻人在总教
练马玉兵的指导下捉对切磋，或巧妙施展抱
摔，或灵活应对对手进攻，一招一式不但充满
力量感，还透着少年人的专注与热情。

35岁的马玉兵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不仅
自身“跤技”精湛，更致力于传承中华传统摔
跤的精髓，努力将这项文化瑰宝重新带回大
众视野并发扬光大。

武馆里的摔跤少年
马玉兵的老家在商丘，祖父父亲均练习

散打，他从小深受长辈影响，6岁进入当地武
校学习，9岁转入北京西城体育学校。习武的
同时兼职武行，他曾参与《大汉天子》《少年张
三丰》等影视剧的拍摄，此后又前往河北一家
少林武校学习。

15 岁时，马玉兵重回北京遇到“跤痴”
李宝如先生，开始接触摔跤运动并深深地
感受到该项运动的魅力。李宝如曾担任北
京摔跤队、散打队教练，培养了大批优秀运
动员。

在竞技体育中，摔跤运动以其激烈、身体

对抗性强的特点备受瞩目，少年马玉兵身材瘦
高，开始并不被教练寄予厚望，总是站在队伍
后面默默训练。武术基础成为摔跤的助力，马
玉兵在跟比自己多学两年的师兄比拼中获胜，
让师父刮目相看并且教授他诸多技巧。

摔跤冠军立下传承志向
马玉兵在摔跤运动中感受到了快乐，他

通过艰苦训练不断提升自己，并参加比赛与
顶尖高手过招，获得了 2008年北京市中国式
摔跤比赛冠军、2008年世界邀请赛巴黎市长
杯中国式摔跤比赛冠军等优异成绩。

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马玉兵取得了
中国式摔跤二级裁判员、中国式摔跤中级教
练员、大众跆拳道中级教练员资格。在郑州
大学学习期间，他前往欧洲、非洲等地游学，
在法国巴黎从事中国式摔跤教学、在马提尼
克群岛推广中国式摔跤。

“继承这项古老的绝技并将其发扬光大，
值得年轻一代去努力。”马玉兵说。

是身体锻炼更是心灵修炼
马玉兵在大学毕业后辗转北京广安业余

体校、郑州陈中跆拳道及家乡商丘的武馆从
事教练工作，进入红云武馆后又开始引导更
多年轻人投入这项运动。

“摔跤训练能强身健体，还能培养孩子
的专注力和自律性。”马玉兵说，目前在武
馆中接受训练的学员以小学生为主，家长

希望通过传统摔跤训练增强孩子的体质。
马玉兵认为摔跤不仅是身体锻炼，更是心
灵修炼，孩子们在训练中不仅需要掌握扎
实的基本功，更要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顽
强拼搏的品格，希望他们能早日展现出耀
眼的光芒。

马玉兵“跤技”精湛

千城地标亮节水
凝聚护水行动力

（上接一版）河南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当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 1/5，郑州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省的
1/4。活动倡议广大群众厚植节水理念，提升节水意
识，增进节水知识，从点滴做起，践行“光瓶行动”“一水
多用”，惜水节水，凝聚起护水行动合力，营造全民节水
护水新风尚。

据悉，此次活动由河南省节约用水办公室、郑州市水
利局等单位主办，郑州市水资源综合保障中心、河南水利
与环境职业学院承办。“中国水周”期间，郑州市将开展节
水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活动，同
时开展“千城地标亮节水”活动以及“节水宣传在路上”等
户外宣传活动，向社会各界群众普及节水知识，提升全市
节水型社会建设水平。

（上接一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近年来，登封市积极引导企业申报

“名特优新”和“三品一标”产品，结合地域
生态环境特点，做优做强地域特色产业发
展。同时，加强种植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宣传培训和技
术指导，明确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提升中
药材产业发展水平。

在嵩山地区的中药材中，黄精可谓名
贯古今。《本草图经》云：“黄精，今南北皆
有之，以嵩山、茅山者为佳。”2024年，登
封嵩山道地中药材黄精入选第一批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当地农民的
“致富草”。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专营店！”在石
道乡当阳山的林下黄精种植基地内，郑州
某健康管理公司的小程正忙得不亦乐乎，
他每天要负责抖音平台的网络直播。忙里
偷闲，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账：种植黄
精，无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平均亩产鲜黄精
3000公斤以上，亩年均收益能达万元。如
今，该公司带动农户种植林下黄精 1500
亩，并开发数十种黄精相关产品带动农民
脱贫致富，真正实现黄精变“黄金”。

而对于地处登封北部的唐庄镇来说，

金银花是当地农民的“宝贝花”。五指岭
（系嵩山余脉，唐庄北部一带）金银花，由
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颇为独特，
形成了独特的品性。

“我们这里所产的金银花，泡在杯中
直立而不沉，各项指标均为全国之冠，被
国内外医药界赞誉为‘河南花’。为了提
升药草种植品质和产量，我们每年都会对
社员进行金银花耕作管理，预计今年的收
成应该比往年还好。”说起金银花，唐庄镇
塔水磨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吴小红很是
自豪。不仅如此，合作社还开发出了金银
花蜂蜜等系列产品，带动农户种植金银花
千余亩。

随着种植水平的不断提升，药农们正
生动演绎着药材变“药财”的故事。

提效：拉长产业链条
在种好中草药的基础上，强化精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推动“药材”变“药品”，才
能提高产品附加值。

登封市着力推进产业升级，强化链条
发展，延长药材加工产业链，借助规模和
品牌效应，加快推进企业由单一的初加工
向精制饮片、中成药生产、保健品、药食药

膳预制品等生物医药多方面发展，提升产
品附加值。

在登封产业集聚区某医药企业生产
车间内，中药饮片智能化炮制生产线正在
全负荷运转。“目前我们能够加工 200多
种中药饮片，产品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厂
内蒸煮线也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全自动
生产线，可自动上料、称量、清洗、旋转、出
料。”企业负责人介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
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
提出，从推进中药材生态种植养殖、优化
产业结构布局、提升中药制造品质、培育
名优中药品种、打造知名中药品牌等方面
着手，提升中药材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推
进中药产业转型升级。河南省、郑州市也
明确提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这为登
封市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登封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引导企业积极申报特色品牌，重点
培育打造嵩山黄精等一批产得优、卖得好
的农业“金字招牌”，强力助推登封乡村全
面振兴。

感受乡村 脉动新新

嵩山中草药成致富“千金方”

郑州启动无结核县区
无结核城市创建试点
本报讯（记者 王红）3月 24日是第 30个“世界防治

结核病日”，昨日，省市卫生健康部门联合举办主题宣传
活动，号召社会公众“全面行动、全力投入、全民参与、终
结结核”。

据介绍，为落实国家“终结结核病流行”的战略目标，
探索河南结核病防治防控新路径、新模式，今年起，郑州
市将开展创建“无结核县区、无结核城市”试点工作，计划
以“发病率下降80%、公众核心知识知晓率超90%、预防
性治疗覆盖率达 80%”为核心目标，构建“早发现、早干
预、早治疗、早管理”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力争在 3至 5年
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郑州经验”，为全省乃至全国结
核病防治提供示范。

点亮璀璨“夜经济”

河南文旅产业博览会
下 月 绽 放 郑 州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明媚春天，郑州
大型会展“好戏连台”。记者昨日从河南文化和
旅游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河南文化和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5 夜经济发
展大会”将于 4月 18日至 20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聚焦夜经济产业、数字
文旅、户外露营、文创产品等文旅新业态，同步举
办十余场专题活动。博览会将以“展会赛演”四位
一体模式，打造集产业对接、智慧碰撞、国际合作
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河南文旅产业向数字
化、国际化、品牌化加速迈进。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规模升级，总展馆面积将
达 18000平方米，设置夜经济产业、数字文旅、户
外露营、文创产品四大主题展区，预计将吸引全国
50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同期将举办“2025夜经
济发展大会”“低空文旅融合发展论坛”“米兰设计
周—河南省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获奖产品发布会
暨2025年度‘中国创意’城市礼物创新对接大会”

“中部六省旅游协会圆桌会议”“国际旅行社联盟
生态链资源对接大会”“2025文旅科创投资论坛”
等十余场专题活动。

据悉，博览会举办期间，还将现场发布“河南
2025城市文旅传播指数和景区指数榜”，同步启
动“河南城市文旅推荐官”招募计划，邀请文旅大
咖参与对话，共同剖析城市文旅中涌现的“爆款”
样本，为城市文旅品牌建设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5G规模化应用“扬帆升级”行动方案发布

未来 3 年全省 5G
基站将超过27万个
本报讯（记者 徐刚领）近日，省通信管理局联

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
等十二部门发布《河南省 5G规模化应用“扬帆升
级”行动方案（2025—2027年）》。

《方案》围绕“5G带动新型消费扩大升级、5G
赋能生产经营提质升级、5G助力公共服务普惠升
级”3个方面，提出“升级 5G核心产业基础能力、
加强 5G融合应用技术研发、健全 5G融合应用产
业体系、完善 5G融合应用标准体系、筑牢 5G应
用安全防护屏障”5项重点举措，强调“夯实全域
优质 5G网络覆盖、加强 5G行业虚拟专网供给”，
明确“打造 5G规模应用地方样板、培育 5G应用
创新企业梯队、构建 5G应用推广平台矩阵”3项
发展措施。

按照《方案》，未来 3年全省 5G 基站超过 27
万个，5G网络驻留比超90%，5G个人用户普及率
超 90%，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 80%，5G 物联
网终端连接数达到 215 万户。大中型工业企业
5G应用渗透率达45%，全省5G应用数量超8000
个，项目投资超180亿元，带动社会经济效益提升
1600亿元以上。建成一批 5G行业虚拟专网，带
动一批边缘计算节点建设，构筑“通感算智”深度
融合的新型数字底座。构建“能力普适、应用普
及、赋能普惠”的发展格局，全面实现 5G规模化
应用，建成中部领先、全国一流的 5G融合应用发
展高地。

全行业聚焦“四高四争先”，锚定“建成中部
领先、全国一流的 5G 融合应用发展高地”发展
目标，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推动 5G
与 AI深度融合，逐步实现 5G-A、RedCap 等新
技术规模商用。加强统筹联动，深化产融合作，
与各行业合作共同推进 5G 规模化应用，加大对
5G创新产品和设备应用的支持力度，坚持以 5G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贡
献行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