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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让历史可感可知
在郑州文庙，“孔子印象展”借助数字

化手段，让游客突破时空界限与至圣先
师隔空对谈，现场编钟礼乐体验更是带
领观众穿越回崇礼尚乐的时代；“六艺传
习”体验馆则凭借体感投影与三折幕马车
等科技手段，赋能“五礼”学习，吸引大量游
客沉浸式解锁古代君子必修课，感受古人
风雅……一位来自山东的游客表示：“商都
博物院复原早商都城建设的场景展示非常
震撼。在这座博物院里，处处都能感受到
早商先民的卓越智慧。特别开心能在这么
舒适美好的季节来到郑州，感受这座古都
的勃勃生机。”

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 5月 1日起在郑
州博物馆亮相的“丝绸幻旅”VR大空间沉
浸式体验。该项目将“丝路文化”与现代科

技相融，突破传统展览形式，借助虚拟现实
技术，采用大空间VR自由行走技术，结合
高精度 3D建模、动态捕捉与全景声效，带
领观众穿越千年历史，感受丝绸之路上璀
璨的中西文明交织，体验一场震撼心灵的
文明之旅。

跨界融合：传统文化的新表达
这个假期，郑州文博活动最显著的特

点就是打破边界。在双槐树遗址，“文物乘
风计划”将考古与非遗完美结合——数米
长的“青铜罍”风筝由非遗传承人亲手制作
放飞，其纹饰严格按照出土文物绘制。当

“彩陶双联壶”“青铜鼎”等特制文物风筝在
百米高空稳稳悬停时，现场响起观众的掌
声和欢呼声。这欢呼声，是对古老文明的
礼赞，也是对文化传承的自信。“我第一次
见到几千年前中国先民创作的纹样‘飞’上
天，这样的‘跨界’就是最好的融合。”历史
文化爱好者李先生评价道。

美食与文物的跨界同样惊艳。郑州商
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致力打造“可触摸的历

史、可品尝的文明、可带走的记忆”，成为市
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郑州城市文化地标。推
出的“兽面纹曲奇”将青铜器纹饰转化为可
食用艺术品，日均销售数百份；“甲骨文咖
啡拉花”让年轻人在啜饮间学习古老文字，
成为社交平台爆款。更妙的是《商王的盛
宴》互动剧，观众在品尝古法美食的同时，
还能与“商代舞者”共舞，这种“五感体验”
模式被游客点评为“最具创新力的文化消
费场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术与劳动的融
合。在商都书院街“城市考古体验课堂”，
小观众通过精油皂的制作感受青铜铸造技
艺；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的“商城劳动
课堂”，带孩子们通过破解青铜农具纹样中
的耕作密码，编结商代风格的绳结。“这比
课本上的文字记录直观多了。”参与活动的
初中生小陈展示着自编的绳网，“原来
3600年前的农民就这么聪明！”

深度体验：从观看者到传承者
青台遗址的“布满好个春”扎染活动，

让非遗技艺变得可触可及。非遗传承人
现场演示如何用茜草、蓼蓝等古法染料
复原出土丝绸的色彩，9岁的朵朵成功染
出太阳纹方巾后兴奋地说：“我要把它挂
在书包上！”据统计，这类手作体验项目
的参与者中，青少年占比达 70%，远超传
统展览。

考古盲盒持续引发热潮。双槐树遗址
推出的“动物考古盲盒”“文物修复盲盒”带
游客在游戏中学习考古发掘知识、体验文
物修复技艺，使晦涩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
有趣。

代际传承也成为文博活动中动人的风
景。在“聆听千年丝弦之韵”活动现场，古
琴传承人手把手教 5岁孩童拨动弦、古琴
与鼍鼓合奏赢得满堂喝彩。“艺术是连接古
今最好的桥梁。”从事艺术教育的李老师感
慨，“孩子指尖的温度，让我看到了非遗延
续的希望。”

文化赋能：从节日盛宴到日常滋养
“五一”文博活动的这场“文化狂欢”影

响力正持续发酵。在社交平台，大学生小
洪晒出用青铜模具制作的精油皂：“每次使
用都想起商文明的辉煌。”市民王女士将扎
染方巾用作茶席，笑称：“让 5000年的色彩
装点日常生活。”而郑州博物馆“五一”“上
新”的文创产品销售额达 45万元——每一
件文创跟着游客“回家”，都将带来日常生
活中持久的精神滋养。

更深层的改变在于游客的“习惯养
成”。参与活动的外地游客纷纷表示“对郑
州历史有了全新认识，郑州值得再来”，而
于本地观众，也养成了节假日逛博物馆的
习惯。

“这个‘五一’，我们的文博活动让传
统文化也可以很‘潮’、很年轻。”郑州市
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数千年前的
纹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元素，当考
古工地变成亲子研学热门地标，传统与
现代就实现了‘共舞’，千年文明在郑州

‘活’力迸发。”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郑州文博场馆“五一”假期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

精彩文博活动让传统文化“潮”起来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
大赛青少年赛在新乡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通讯员 王亚楠）激情飞羽，青春飞
扬。2025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新乡分站
赛，“五一”假期在新乡市平原体育中心举行。来自省内外的
近千名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欢聚一堂，切磋交流。

本次新乡分站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为期3天。比
赛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 5个竞赛项目，分为
A组（14至 15岁年龄组）、B组（12至 13岁年龄组）、C组（10
至 11岁年龄组）、D组（9岁以下组）4个组别，充分考虑到不
同年龄段选手的特点和水平。其中A组设有 5个项目，B、C
组设有除混双外的4个项目，D组则仅设男、女单打项目。各
组别项目经过分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决出相应名次。

报名参加本次新乡分站赛的近千名青少年羽毛球爱好
者，来自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陕西等17个地区，参赛
者达到了 943人次。据了解，本次新乡分站赛共 1336场，均
采用每场一局 31分每球得分制的赛制，让比赛节奏更加紧
凑，比赛场面更是精彩不断。

创办于2018年的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
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业余青少年羽毛球赛事之一，备受关
注。2025年度该项赛事共设置了 13个分站赛，新乡站是今
年赛事的第二站。

两项群众赛事
走进郑州商圈

本报讯（记者 陈凯）“五一”假期，2025年郑州市“锦艺李
宁杯”光电射击比赛，“共享太极、共享健康”郑州市太极拳健
身大赛暨2025年郑州市“庆五一”太极送健康展示赛，分别在
郑州市龙湖锦艺城购物中心和郑州二七万达广场举行。

本次郑州市太极拳健身大赛，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指
导，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体育总会、郑州日报社等主办，郑州
市全民健身发展中心承办。比赛设有个人项目（规定项目、传
统项目），集体项目（太极拳集体项目、太极器械集体项目）两
大类，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分为 A、B、C、D4个年龄组别，参
赛选手年龄涵盖18岁至 70岁。来自全市75支代表队的609
名太极拳爱好者汇聚郑州二七万达广场，“武”进郑州商圈一
展风采，共享太极、共享健康。

2025年郑州市光电射击比赛，由郑州市全民健身发展中
心主办。为期 2天的比赛分为 U16、U13、U12和亲子组 4个
组别，设有男、女 10米光电步枪 40发、光电手枪40发，男、女
10米光电步枪 30发、光电手枪 30发，光电步枪混合团体，光
电手枪混合团体等项目。

参加本次比赛的近 400名“神枪手”来自我市以及周边 7
个地市的学校、射击俱乐部的广大射击运动爱好者及其家
长。本次比赛旨在丰富郑州市全民健身赛事多样性，扩大射
击项目参与人数，助力射击项目在全市的发展和普及。

水光山色与人亲
（上接一版）给游客带来味觉与视觉的双重
享受。南环公园则以“一轴三区”的布局，
以景观串联月季诗词展区、月季园，让游客
感受诗意与花香的交织。

风车舞动，繁花盛放。郑州绿博园数
万架风车在阳光下转出彩虹光晕，多处花
海随风翻涌成彩色浪潮，奏响属于初夏的
序曲；郑州爱乐乐团将舞台搬进月季园，在
花瀑旁轻拨琴弦，奏响爱的乐章；当蓝调时
刻浸染绿博园，落日折叠·森林“叶”曲于日
落中启幕，游客在音符与暮色中沉醉，尽享
假日休闲。

当露营的风吹到了“五一”，在山水的
怀抱中支起帐篷，架起天幕，不失为一件乐
事。“五一”期间，郑州蝶湖公园露营市集好
不热闹——巨型草地麻将带来无限趣味，
一场场酣畅淋漓的泼水大战，在欢声笑语
中驱散暑气。当夜幕降临，派对DJ闪亮登
场，找个帐篷一坐，吹着晚风，品尝美食，

“城区”也是“景区”，游“园”如此惬意。

游“园”启新知

“春日上嵩山，武林有意思。”4 月 17
日，少林寺碑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5月 1日，融合“寺、禅、
僧、武、和”五大主题的少林寺数字档案展
厅正式开放，吸引着慕名而来的游客。“少
林寺碑碣，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存，更
融合了历史、书法、绘画艺术，对弘扬传统
文化意义深远。”北京游客苑一帆感慨道。

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人假期新选择。河南博物院首个
沉浸式文物讲解剧《国宝奇妙游》假期上

演，郑州博物馆《丝绸幻旅》VR大空间沉浸
体验正式亮相，手工体验、考古讲座、考古
工地公众开放日……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承办的“触摸历史深度 感知华夏文
明”系列活动也在假期精彩呈现。

触摸华夏文明的源头密码，这个假期，
你可以——“五一”假期，巩义石窟推出“鼓
震九霄·寻迹飞天”活动，一群身着华丽服
饰的舞者，在光影交错中翩翩起舞，游客
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石窟之中，与飞天共
舞，共同欢度节日。与此同时，巩义双槐树
遗址考古工地面向市民开放，“六大沉浸式
活动+八大趣味互动”让游客迈入历史的
深邃。

来吧，这里可有“戏”——在郑州中牟，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建业电影小镇累计
接待游客超 150万人次，客流再创新高，成
为全国瞩目的现象级旅游“目的地”。只有
河南·戏剧幻城上新的《麦子啊麦子》《红庙
学校》《唱吧跳吧》等 4部剧深受游客喜爱，
景区假期前预订比例同比提升 20%，5月 2
日、3日主剧场次全部售罄，省外游客占比
超八成。

5月 1日，由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办的“2025 非遗手作消费季”在管城区
阜民里街区正式开放。漫步主会场，来自
全市各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各显绝技，组成
了一个展示金石之美、器物之趣的立体美

学空间：在这里，感受传统香包与绳结艺术
的精妙；在这里，轻挽长发，装扮成古装佳
丽；在这里，爱上文创刺绣，看了又看欲罢
不能。

乐哉举家游

亲子家庭出游一直是假日旅游的主要
构成，银基动物王国的“星空草原”、方特

“双园”派对、郑州海昌海洋公园的“海洋大
秀”、黄河滩地公园的“湿地花海”都成为举
家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今年“五一”假期，银基国际旅游度假
区交出了客流营收双增长的亮眼答卷。据
统计，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53.9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长 2.7%，旗下动物王国、冰雪
世界等乐园人气十足，酒店日均入住率超
九成，带动度假区整体营收较去年同期增
长 4.9%，充分彰显文旅消费市场的强劲活
力。郑州海昌海洋公园的“海洋+”系列假
日狂欢体验，首次与音乐跨界融合，同时融
入非遗、科普、潮玩等元素，通过演艺升级、
活动创新和精细化的运营保障，获得“人
气”和“口碑”双丰收。据统计，郑州海昌海
洋公园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近 15万人次，全
新的水下人鱼蝴蝶演艺连续两次登上央
视，“出圈”又“出彩”。

春末夏初的黄河边，郑州黄河滩地公
园一派绿洲风光，游客沿着黄河滩地生态

游线路，欣赏大河壮美。登上南裹头观景
台，黄河的磅礴收入眼底，海事观景点视
野绝佳，随手一拍即是大片。生态廊道全
程 60公里，沿途有 22条道路贯穿公园，每
一处弯道、每一段直路，都串联起不同角
度的黄河，让骑行者尽情沉浸在这天然画
卷之中。

有“他”护周全

这美景可人的背后，你可知，有无数人
在默默坚守——“五一”假期前夕，全市文
化和旅游系统部署安排假日产品供给和保
障工作。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市）政府
组织应急、文旅、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
门多措并举提升游客体验，严厉打击侵害
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积极维护文旅市
场秩序。

各级各部门在假日期间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等机制，确保工作不空档。登
封、巩义、中牟、新密等重点旅游县（市）成
立专班，确保文旅市场的平稳运行。郑州
交警加强警力部署，加强路面管控，加强
隐患排查，加强部门联动，加强交通违法
查处，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提供出行服务。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价格执法，严厉打击哄
抬物价、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为。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中
心密切关注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运
能，城市公交、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各领域
密切配合，提高综合运输效能，全力以赴
保障乘客出行。文旅部门会同公安、交
通、铁路、航空等部门加强沟通，共同做好
假日信息统计工作。假日期间，全市文旅
市场平稳有序。

主场再次被逆转
河南队遭遇三连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领先，扳平，被反超，又领先，最后
又被无情逆转。5月 5日晚，在中超第11轮比赛中，河南队坐
镇航海体育场迎战天津津门虎，经过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过程，
两队上演不可思议的进球大战，最终韧性十足的津门虎客场
上演逆转，让河南队新任主帅拉莫斯的首秀演砸。客队天津
津门虎延续了自2023年以来对河南队的不败纪录，同时终止
今年两连败的颓势。

本场比赛，河南队新主帅拉莫斯在首发阵容上变化不小，
纳萨里奥充当后腰新角色，顶替累积四张黄牌停赛的队长王
上源，黄紫昌、钟义浩等重新回归首发出场。比赛开始后，河
南队开局不错，开场仅6分钟，阿奇姆彭在禁区左侧被天津津
门虎队球员铲倒，河南队获得点球，纳萨里奥主罚推射球门得
分，帮助河南队取得梦幻开局。第 20分钟，纳萨里奥在门前
头球解围不慎自摆乌龙，比分变成 1∶1。第 38分钟，萨尔瓦
多中场断球之后直塞，基莱斯禁区右肋左脚扫射破门，津门虎
将比分 2∶1反超，上半场补时第 7分钟，客队守门员闫炳良解
围失误，球打在纳萨里奥的身上反弹入网，河南队顽强将比分
扳成2∶2。

易边再战，两队继续高举进攻大旗，第74分钟，河南队外
援阿奇姆彭头球冲顶被封出，马亚头球补射破门，将比分反
超，以3∶2领先。第 86分钟，迈达纳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罚
点球，哈达斯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 3∶3。第 89分钟，客队郭
皓打出远射世界波，河南队守门员王国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目送皮球入网，在一万多名中原球迷的遗憾声中，河南队主场
以 3∶4再次被逆转，“五一”假期的两个主场上演同样被逆转
的无情结局。

5月 11日，河南队将做客长春挑战为保级而继续抢分的
长春亚泰。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里的文艺演出

郑州博物馆门口的队伍排成长
龙、考古工地的文物风筝“圈粉”、
3600年前的商王“穿越”到博物馆
“设宴”……这个“五一”假期，郑州市
各大文博场馆以精彩各异的创意活
动刷爆朋友圈。截至5日17:00，全
市文博单位接待参观人次99.43万，
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58.62%；文
博市场总收入 2132.07 万元，与
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53.23%。全
市博物馆、考古工地、遗址公园等文
博场所共开展 9类 81项惠民活动
1770 场 ，比 2024 年 同 期 增 长
42.17%。

从商代都城遗址的趣味解密到
“城市考古体验课堂”的青铜精油皂，
从街头巷尾的“移动博物馆”到“密集恐
惧症”爆发的郑州博物馆大厅，郑州文
博场馆游客人数再创新高。通过科
技赋能、跨界融合、深度体验等创新
举措，探索出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新
路径，千年文明由此焕发夺目生机。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