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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图）郑州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开馆试运行首日入选新
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州市文物局“今
宵月‘郑’圆 文博话中秋”文物融媒体活动
入选“2025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
入围项目”名单、全国观众跟随央视大型直
播《沿着中原大遗址走廊寻国宝》的镜头，
在郑州商城遗址踏上“穿越五千年”的文明
溯源之旅……

6月 14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
郑州文博喜事连连、收获满满，一系列好消
息纷至沓来，令郑州市民倍感欣喜与自豪。
博物馆场馆建设不断升级、重磅展览轮番登
场、文物活化利用推陈出新——“全面开花”
的郑州文博让文物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
彩，郑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事业、文旅
融合产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姿。

“今宵月‘郑’圆”入围传播精品
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课

堂中甲骨文的“月”，到 6000多年前大河村
考古遗址公园的彩陶“月亮纹”；从 2700年

前的郑韩故城，到登封“嵩门待月”的盛景；

从“月是故乡明”诗句中的杜甫故里，到郑

州城隍庙的拜月仪式、郑州博物馆中秋奇

妙夜，2024 年的中秋佳节，广大市民和全

国网友看到了郑州不一样的文化“月”，此

次活动正是郑州市文物局从传统节日、文

化遗产和社会公众的小切口进行讲述城市

文化，集合市博物馆、商都院、考古院、大河

村等局属单位和新郑、巩义、登封文物局共

同参与创作创新，吸引更多公众走进文物

景区、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

线上活动带动线下活动，郑州多家文博
场馆热度持续上升，全国网友持续“围观”，
郑州文博活力得到持续显现，在国家文物局
公布的“2025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
品入围项目”名单中，郑州市文物局的此项
活动也光荣入选。

在郑州商城寻“国宝”
6 月 14 日举行的《沿着中原大遗址走

廊寻国宝》直播中，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二
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
物院、殷墟博物馆、开封州桥及汴河遗址等
5座大遗址如璀璨珠链，串联起华夏文明从
星火初燃到多元一体的壮阔史诗，印证着

“何以中国”的历史答案。
主持人海霞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王巍在郑州商城透过3600年前的夯土城

墙，引领全国观众踏上“穿越五千年”的文明

溯源之旅。

当直播镜头转向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

物院，一段利用 3D打印技术复原的商代城

墙剖面引人注目。兽面纹铜方鼎、原始瓷尊
等镇馆之宝依次登场。此外，创新利用前沿
数智技术的 AI打卡、互动答题屏等体验项
目也让观众眼前一亮。

直播现场，海霞手拿“商小鲜”兽面纹饼

干和夯土城墙蛋糕，追溯甜品上古老纹样的

密码；在“商城之心”，年轻人品味着“亳”字

咖啡，效仿商人“发朋友圈”，向五湖四海的

网友们展示古老底蕴与青春活力交织的郑

州。博物院将商都文化与现代潮流元素结

合，推出一系列蕴含商文化的优质文创产品

和一连串精彩纷呈的文博活动，让每一名游

客都能在城市根脉之地拥有可观、可触、可
品、可享的文博新体验。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院长郭磊介

绍，今年以来博物院已接待来自全球20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游客，这里已成为广大

观众读城第一站、郑州“城市文化会客厅”。

数字文创大赛续写“青花”新篇
6月 14日，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

的《发现大唐青花瓷(上)》，将广大观众的目
光吸引至“唐青花的故乡”郑州。“上集追溯
中国青花瓷起源之谜。6月 15日播出的下

集将聚焦考古学家破解青花瓷起
源之谜的艰辛历程。从 1975 年
扬州唐城遗址惊现唐代青花瓷
片，到‘黑石号’沉船出水纹饰相
同的完整瓷盘，再到2006年郑州
唐墓出土青花瓷罐，最终确认巩
义窑为唐青花诞生地。”河南南水
北调博物馆馆长靳晓倩介绍，作
为“大唐·青花瓷”系列活动的分
项活动，由郑州市文物局主办、河
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承办的“唐韵
青花 数创未来”数字文创设计大
赛已于 6 月 13 日在河南南水北
调博物馆正式启动。

此次大赛面向河南省高校学
子，设服装设计与文创设计两大
板块，旨在树立“郑州是青花瓷故
乡”与“青花瓷的鼻祖·唐青花”的
独特 IP 形象，运用数字化手段，
展现新生代设计师对青花元素的
创新诠释。

郑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郑州作为“青花瓷故乡”，
2002 年巩义黄冶窑遗址出土唐
青花瓷片、2006年上街唐墓出土

青花塔式罐等考古发现，为打造

文化超级 IP 奠定基础。本次大

赛核心在于结合数字科技力量，为文化传承

注入新动能、推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与数

字科技的深度融合，依托青年创意力量，实

现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擦亮郑州“青花瓷
故乡”的金名片。

6 月 14 日亮相的郑州博物馆《和美中
华——聚焦中国文化遗产摄影展》、“陶彩千
年 釉影流光”、指尖对话千年文物等体验活
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的全
国廉政暨文化遗产漫画精品展、考古人讲考
古公益讲座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巩义博
物馆“文脉新生”系列活动，新郑博物馆《溱

洧遗珍——新郑考古六十周年暨博物馆建
馆三十周年文物展》，也纷纷亮相。这些活
动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郑州文化遗产的魅力，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参与。

从大河村遗址跻身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到“今宵月‘郑’圆”引爆全网热潮；从
《沿着中原大遗址走廊寻国宝》带领亿万观
众穿越时空，到数字文创大赛让千年青花
焕发新生——郑州正以澎湃的创造力，让
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悠久的文明“潮”起
来。科技赋能文化，创意点亮历史，郑州文
博以文化之光照亮城市发展之路，华夏文明
在这里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从孤勇到群善：
徐杰与志愿服务队的爱心长征

本报记者 张华

“世界上有两件有意义的事：你幸福地活着，你帮助别
人幸福地活着。”这句镌刻在徐杰心中的话，不仅是这位“中
国好人”半生的注脚，更成为316名“徐师傅志愿服务队”队
员共同的精神密码。

徐杰，郑州热力集团徐师傅志愿服务队队长，曾先后获
得“中国好人”“河南好人”等荣誉称号。从 1989年那个浴
血救人的夜晚开始，这位郑州热力集团的职工，用 30多年
的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个人善行到群体公益的壮阔升级。

孤勇者的勋章：那些年一个人的坚守
54 岁的徐杰回忆起 1989 年 8月 10 日那天发生的事

时，依然历历在目。当日凌晨2点，刚下班走到南阳路黄河
路向东 200米处，徐杰看到有两个男子在对一女孩进行抢
劫，徐杰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女孩得救了，徐杰的左手、
头上和左肩各被砍了一刀，他挣扎着跑到派出所报案，随后
被送到医院。

那道至今仍清晰可见的伤疤，成为他公益人生的第一枚
“勋章”。此后30余载，他累计3次见义勇为、2次负伤。

1995年的冬天，当徐杰推开邻居崔海英家的门，一段
跨越 27年的守护就此展开。高位截瘫的崔海英和疾病抗
争21年，背后是徐杰日复一日地喂饭、按摩、奔走。最动人
的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乘大巴往返开封，只为带回一笼热
乎的灌汤包；是崔海英离世后，他继续照顾其母直至 89岁
高龄的承诺。

三代人的传承：善良是最珍贵的遗产
在徐杰家的“公益相册”里，藏着最动人的传承：八旬父

亲从退休金中抽出1000元塞给儿子说“算我一份”；儿子徐
国森大学期间成立爱心社，把舅爷给的红包换成帮扶对象
的轮椅；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祖孙三代共同发放近千个环
保袋的身影，成为绿城温暖的风景。

“我留给孩子的不是房子车子，而是一颗善良的心。”徐
杰的这句话，道出了比血脉更珍贵的传承。如今，这个普通
工薪家庭每月雷打不动将三分之一收入投入公益，累计捐
赠款物价值超30万元。

星火燎原：从个人善举到群体力量
回忆起当时志愿服务队“招兵买马”的过程时，徐杰说

单位的同事特别给力。“没想到同事们纷纷志愿加入，一遇
到事儿，招呼一声，各个部门全力配合。”2019年，“徐师傅
志愿服务队”在总公司的支持下成立。

93岁的王延龄老人至今记得那个冬日，志愿服务队不
仅更换了漏水的暖气片，还修好了地下室电路。爱在延伸，
这样的“供暖+”服务已累计开展 621 余次，义务检查、维
修、清滤网 8587户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超过 300件，为 9
万余名群众提供义务咨询服务。

从最初几个人到如今 316人，“徐师傅们”的脚步已踏
遍郑州。徐杰用半生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善良的朴素真
理：真正的公益不是孤独地燃烧，而是点燃更多心灯。

本报讯（记者 刘德华 张玉东 文/
图）为进一步提升汛期救灾应急处置
能力，6月 13日，郑州交警联合交通、
城管、卫健、水利、保险等多部门，多
场景联动开展防汛救灾应急处置演
练活动。此次演练活动由郑州公安
交管部门牵头，郑州市交通局、城管
局、卫健委、水利局、保险公司等多部
门协同配合。

隧道封控演练
当日 22 时许，在郑州市公安局

公安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随着指挥

长一声令下，演练正式开始，各部门

迅速投入行动。

演练活动为：因持续降雨，一隧

道出现积水，有车辆被困。三支队交

警立即协同隧道管理处工作人员封

闭入口，禁止一切车辆和人员进入；

工程抢险车、事故拖车快速抢救被

困车辆和人员；交警同时加大出口

的指挥分流疏导力度，周边警力开
展远端分流管控工作。当日 22 时
25分许，被困车辆和人员安全转移，
此处演练活动顺利结束，道路交通
随即恢复正常。

积水路段应急处置演练
演练活动为：接到群众报警，一

高速桥下因积水较深有车辆被困。

交警五支队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立即对该高速桥下南北方向道路进

行临时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和人员通

行。同时周边警力进行远端分流，引

导车辆调头绕行。城管部门工作人

员抽水设备及时到位，迅速抽排积

水。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车辆对被

困车辆开展救援，设置指示牌，协助

交警对车辆进行引导，十余分钟后该

积水路段应急处置演练活动结束，道
路很快恢复畅通。

高铁站滞留旅客疏散应
急演练

演练活动为：因持续降雨大批旅

客滞留高铁东站，接到报警后交警六

支队立即组织警力迅速赶赴高铁东

站南出发层，交警铁骑在前方开道，

配合交通部门转运滞留旅客至高铁

站附近酒店，不到 10分钟，高铁站滞

留旅客疏散应急演练活动顺利结束。

水库被困群众救援疏散
演练

演练活动为：因降雨一水库水位

上升，多名群众被困水库中心岛，需

立即救援并转移疏散，交警二支队立

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做好道路交通

疏导保通，确保群众安全疏散转移。

水库管理中心出动冲锋舟对被困群
众开展救援，被困群众被成功救出，

急救车辆、疏散群众车辆到达现场，
交警维护现场秩序，引导群众登车离
开，演练活动顺利举行。

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演练活动为：接群众报警，因下

雨路面湿滑，一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有人员受伤，一名乘客已拨打

120急救电话，现场出现车辆排队情

况。接到报警后，一支队交警迅速赶

到现场，做好现场安全防护，避免二

次事故发生，同时立即指挥疏导交

通。很快 120急救车赶到，伤者被抬

上救护车，交警铁骑在前面开道迅速

赶往就近医院救治，事故车辆迅速被
拖移，事故现场撤离，交通很快恢复
正常。

通过本次多场景多部门演练活
动，全面检验了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
能力、各部门衔接配合能力，为做好
防汛救灾工作奠定了基础。

警惕“线上甜蜜”
诱饵下的陷阱

本报讯（记者张玉东）近日，郑州一女子在网上认识了一
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女子在对方点外卖、送礼物的攻势下很快
便迷失了自我，最终被对方诱导投资近49万元进行理财，本
以为邂逅完美恋人，却不想遭遇了一场骗局。郑州警方给出
反诈公式：完美恋人+投资理财+黄金/现金充值=诈骗。

据了解，今年5月底，受害人赵女士在“全民K歌”平台
结识一名自称广东部队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诱导赵女士
下载“密枢云”聊天软件，通过点外卖、送礼物等方式与其建
立感情并获取信任。交流中，对方称其老班长在北京经营
公司，有内部消息，可通过炒美元涨跌盈利，并不断诱导赵
女士参与。赵女士经 Edge浏览器登录对方提供的“银河
期货”网站注册账户，在对方指导下，于 6月 8日至 10日期
间，分 3次在岗杜北街与儿童医院附近，将 489540元现金
交给3名陌生男子完成账户充值。后赵女士尝试提现时发
现平台账户资金无法操作，方察觉受骗。

郑州警方提醒，不轻信非正规渠道下载的投资理财
APP，不点击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网页，凡是标榜“内部消
息”“专业指导”“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都是诈
骗。警惕“线上诈骗+线下取现”诈骗模式：凡是以“现金充
值”“缴纳解冻金”“自证清白”等借口，要求将大额现金/黄
金送往指定地点交给陌生人的都是诈骗。

“郑州农发厨房”
首家直营店开业

本报讯（记者 李莉）6月 13日，郑州农发集团下属子
公司郑州农产品供应链公司精心打造的民生消费终端品
牌——“郑州农发厨房”首家直营店在二七区淮北街社区
开业。作为郑州农发集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载
体，这家与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共建的集智慧保供、民生服务
于一体的新型厨房正式开业，标志着郑州市粮食应急保供
体系建设迈入全新阶段。

走进充满烟火气的店面，粮油专区整齐陈列着来自黑龙
江五常、新疆阿克苏等优质产区的 40余种绿色认证产品。
记者了解到，依托郑州农发集团覆盖全国的供应链网络，郑
州农发厨房直连河南优质小麦主产区、新疆有机棉籽油工厂
等十余个国家核心产区，通过“国企粮仓背书+批次质检报
告”双重保障，让市民每天都能吃上新鲜实惠的放心粮。

据悉，作为我市粮食应急保供网点，郑州农发厨房承担
着粮食稳价保供的重要责任。农发集团将按照“集中管理、
统一调拨、平时自营、急时应急、绿色安全”的要求，确保米
面油等重要民生商品管理规范、调度有序、数量充足、品种
丰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同时，“郑州农发厨房”直营店
将积极参与农产品质量全程追溯体系与检测认证机制建
设，加强农产品全流程质量检测，确保市民购买到品质安全
的农产品。此外，“农发厨房”还将融入社区食堂、特色小吃
市集等民生服务型功能业态，不断丰富市民餐桌。

德耀绿城德耀绿城··郑州先进典型风采录郑州先进典型风采录

在反诈郑郑

郑州文博掀起最炫郑州文博掀起最炫““文化遗产文化遗产””风风

郑州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汛救灾应急处置演练

河南印发《行动计划》
全力打造中原农谷2.0版
本报讯（记者 袁帅）未来三年，中原农谷如何发展？近

日，河南省政府印发《中原农谷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5—2027年）》，进一步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
级、国际化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全力打造中原农谷2.0版。

《行动计划》明确目标，到 2027年，中原农谷现代种业发
展取得突出成效，全领域种业资源更加集聚，全要素创新生态
更加优化，全链条产业规模更加壮大，初步建成汇聚一流高
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农科“芯”城。

成为全国生物育种创新高地。重点打造全种业实验室矩
阵，小麦、玉米、花生、芝麻、家禽等领域种质创新能力全国领
先，争创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以上，在省外设立分支机构（研
发中心）15家以上。

形成种业创新人才集聚高地。新引育种业领域院士3名
以上，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50名以上；引育种业领域高层次

“双能”人才200名以上，培养研究生1000名以上。
打造优良品种繁育转化高地。育种亲本创制、分子设计

育种、人工智能育种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培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良新品种 200个以上，转化率达到 80%以上，交易
额达到5亿元以上。

构建现代种业产业发展高地。引进国际 30强、国内 20
强种业企业 10家以上，加大我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培育力
度，推动河南种业集团部分强项领域进入全国前3强，全域种
业总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

建立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高地。提升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
影响力，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谋
划建设海外研发基地（中心）、国际育种创新平台5家以上。

↑“唐韵
青花 数创未
来”数字文创
设计大赛启
动仪式现场，
一场融合唐
韵青花与现
代美学的T台
秀成为焦点

→ 数 字
化演绎的白
衣彩陶盆吸
引观众驻足

（上接一版）游客表示：“新馆非常大气，展示
了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

开馆首日，展厅内人头攒动，处处可见观
众专注观展的身影。来自郑州的李女士带着
父母专程赶来：“通道开启后第一时间预约才
抢到名额，一进馆区就被8米高的水幕吸引，
拍照发朋友圈后好多朋友问怎么预约。”

首秀文物占比近七成
新石器时代文明璀璨呈现
此次新馆开放倍受关注的亮点，是

70%的展出文物首次公开亮相。走进博物
馆，“上新”的文物随处可见。其中，由50余
件首次公开的彩陶片组成“文明密码墙”尤
为引人注目。讲解员介绍：“这些纹样与天

文历法和农耕文明密切相关，每一个彩陶片
上的线条勾勒都是先民精神世界的诗化表
达，是先民智慧的实证。”

数字技术赋能
沉浸式体验穿越千年

为让文物“活”起来，新馆运用多项前
沿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裸眼 3D 技术让
彩陶文物上的星象纹动态流转，三维交互系

统允许观众通过触摸屏参与陶器虚拟修复，

高度拟真实景与数字媒体的透视融合技术

还原先民制陶、农耕场景，配合环境音效，打

造“声画合一”的时空穿越感。虚拟讲解员

“陶陶”通过幻影成像技术，带领观众“潜入”

考古地层，直观了解遗址堆积过程。游客感

慨：“比起老馆，新馆丰富了很多，规模很大，

展陈上运用了很多数字科技，很大程度上方

便了参观者对于文物的理解。”

贴心服务与创意周边
让历史可触摸可带走

新馆贴心设置的特色餐饮区成为休憩
亮点：文创冰淇淋完整复刻双连壶形状，美

味与文化体验兼具。“大河文创系列”把仰韶

文化元素，变成了高颜值又超实用的日常好

物，各式冰箱贴、文具、饰品等产品热销。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馆的开放不仅是文物展示空间的升级，

更是对仰韶文化活态传承的探索。未来，我

们将依托数字化技术与考古新成果，持续优

化参观体验，持续推出更多互动展览与教育

活动。”目前博物馆仍实行预约制开放（官方
公众号可预约），馆方建议观众错峰参观。

开馆成“爆款”，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包你爱上

河南队3∶2逆转成都蓉城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6月 14日晚，中超联赛第 14轮比

赛，河南队坐镇主场迎战排名第二的劲敌成都蓉城。面对强
劲对手，河南队最终以3∶2惊险击败对手，取得这场来之不易
的胜利。

一个为保级而战，一个争冠，这场豫蓉之战对于双方来说
都至关重要。为了争取这场关键性胜利，两队都派出主力阵
容。比赛开始后，两队展开激烈对攻战，第 8分钟，客队国脚
韦世豪远射打入球门死角，帮助客队成都蓉城取得不错开
局。第15分钟，主队黄紫昌造点，外援卡多索点射破门，河南
队将比分扳成 1∶1。第 21分钟，又是韦世豪精准助攻，费利
佩停球后推射破门，成都蓉城 2∶1再度领先。第 27分钟，卡
多索助攻黄紫昌头球破门，河南2∶2迅速追平。

易边再战，两队不断换人，继续上演好戏。第68分钟，河
南队外援纳萨里奥开出角球，阿奇姆彭头球破门，帮助河南队
锁定胜局，河南队以3∶2完成逆转。6月 18日，河南队将迎来
一场中超补赛，对手是实力强大的上海海港。

水库被困群众救援疏散演练

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