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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牛志勇）12 月 24 日
晚，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藏着的武林》
第四集《困·面壁突破》，其中一段讲述的
是许昌东街武术传承和发展的故事。

许昌东街武术始于 19 世纪末，集合
了查拳、武子梅花拳、红拳等优秀拳法。

“东街”是很多许昌人口语化的称呼，通
常指以东大街、聚奎街、引龙街、文昌街、
兴隆街、东城墙街等街道构成的回族聚
集地，也是许昌东街武术的主要发展分
布区域。2019 年，许昌东街武术入选许
昌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
录。在《困·面壁图破》中，有一段镜头讲
述了许昌东街武术传人马建父子远赴重
庆，找到了一条民间武术传承破局之路
的故事。在节目中，马建展示了查拳，还
讲述了近年来自己为传承传统武术所做
的不懈努力和思考。

据 了 解 ，《藏 着 的 武 林》由 CCTV9
频道摄制组团队历时 3 年拍摄而成，行
程数万公里，寻访了上百名传统武术拳
师，冷静、理性、科学地解读中国传统武
术的历史源流和真实面目，为观众解密
一个藏于民间却鲜为外人所知的中国传
统武术世界。该纪录片播出以后，引发
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我们传统武术人，自己要先有饭
吃。”马建认为，只有先把温饱问题解决
了，传统武术人才能更好地传承武术。
如今，马建的儿子马钊担任西南大学附
属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正在努力通过
传授传统武术，让孩子们有机会进入更

高的专业学院深造。马建的弟子陈振勇
已是成都体育学院的一名教授。在马建
看来，传统武术需要更高学历的人参与
并发扬光大，传统武术也只有走职业化
道路，不断提高从业者的文化素质和武
学修为，才能打破目前的传承困境。

12 月 25 日，记者从许昌市武术协会
了解到，如今，许昌市流行拳种比较丰
富，共计有太极拳、查拳、武子梅花拳、形
意拳、心意拳、八卦掌、南拳、八极拳、象
形 拳 等 19 个 拳 种 ，拳 术 器 械 套 路 197
种。但在上述拳种中，以习练太极拳、查

拳、武子梅花拳者居多。
12 月 18 日，第五批许昌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马书
斌、马建、郭绍辉、马建明、陈振勇、许辉
入选《许昌东街武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名单。“如今，《许昌东街武术拳械精要》
一书已经进入校对阶段，预计春节前后
正式交稿。”马建说，如今，他们仍然在努
力弘扬和光大许昌传统武术。他相信，
在弘扬传统武术的道路上尽管会遇到这
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道阻且长，行则
降至。”

南海街西段何时安装路灯
康女士：南海街西段没有安装

路灯，附近居民夜晚出行不方便。
请问，这里何时安装路灯？

东城区市政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回复：南海街西段是新建道路。
目前，该道路两侧的路灯工程已经
通过招投标，但因环保防控暂停施
工。待全市取消环保防控后，自接
到恢复施工通知当日起，该路段开
始施工，工期为 2 个月至 3 个月。
目前，东城区还有如月路、归心路、
兴业路等路段属于新建道路。

新许路文兴路公交站点
有没有去东城区的公交车

张先生：新许路文兴路公交站
点有没有去东城区的公交车？

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回复：市
民可以在新许路文兴路公交站点
乘坐1路或8路公交车，在火车站
公交枢纽下车，换乘前往东城区的
公交车，也可以下载“许昌公交”

“车来了”“掌上公交”“腾讯地图”
等手机APP查看当前位置附近的公
交线路，实时查询车辆信息。

值班记者 孙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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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通讯员 李俊
玲）12 月 29 日 ，记 者 从 市 文 化 部 门 获
悉，今年 11 月至 12 月，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
专家对各县（市、区）开展“非遗”调研活
动，全面深入地掌握我市“非遗”保护工
作 开 展 情 况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目
前，全市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 个（越调、禹州药会、钧瓷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7 人（去世 1 人）；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29 个，代表性传承人 46
人（去世 6 人）；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29 个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430 人（去 世 17
人）；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558 个，代
表性传承人 970人（去世 51人）。

许昌市“非遗”调研组走访了钧瓷
烧制技艺、魏都区菜刀制作技艺等 27 个
项目，基本摸清了全市“非遗”保护、传
承的现实情况，为下一步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优势，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
集研学、旅游于一体的“非遗”文旅综合
体项目，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入驻，
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研究
性学习体验，吸引了周边教育机构及游
客体验互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 2014 年起，我市每年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都开展“名师出高徒”——钧
瓷烧制技艺项目传承人授徒技艺大赛，
截至目前已经连续举办 6 届。许昌市第
三届传统工艺展演展示活动也举办了
三届，手拉坯技艺、越调展演、弓子锣舞
表演等吸引了市民和网民们的广泛关
注，有力地提高了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
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水平，
调 动 了 他 们 的 传 承 热 情 ，从 而 促 进 了

“非遗”保护的持续传承。

开展“非遗”大普查，摸清传统文化的“家底”

12月15日，许昌陈氏皮影第四代传人陈志国（右二）在指导学生。记者 牛书培 摄

许昌东街武术，“登陆”央视纪录片

马建（前排中）等拳师和马建弟子（后排）的合影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黄双燕 张铮）足不
出户，通过大数据技术，就可以拿着手机
在线一览最新的许昌招商引智信息。12
月 26 日，远在大连的河南籍客商陈宏伟
依靠手机安装的许昌市“双招双引热力
图”小程序，再一次了解许昌目前的产业
园区分布和有价值的招商项目。

“许昌市商务部门给我推荐的这款
应用真是太直观方便了！”电话中，陈宏
伟告诉记者，20 多年前，他在大连从管
道安装做起，一步步成就了自己的“商业
王国”。这些年，他一直谋划到家乡投
资，通过许昌市发布的“双招双引热力
图”，对许昌的 5G 产业有了浓厚兴趣。

如今，借助“双招双引热力图”，许
昌招商引智的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按
照省委、省政府对许昌市提出的“探索
路径、打造样板、走在前列”要求，为更
好地践行“高水平开放走在最前沿，高
质量发展走在最前列”的招商理念，我
市以产业建链、补链、强链为主线，构建
了招商合作热力图系统。2020 年 9 月，
许昌市长三角招商活动周期间，我市在
上海举行许昌市情说明暨项目签约仪
式后，随即发布了许昌市“招商合作热
力图”。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信息中
心副主任随小涛说，“热力图”其实就是

地理信息+大数据技术，汇聚了我市 38
条投资考察线路、68 个招商平台、总面
积达 135 平方公里的 35 个产业用地信息
和 48 个投资合作机会信息。在手机上
打开“热力图”，每一个五颜六色的点位
图标都是一个“信息包”，集成了产业平
台、招商资源、推介项目、政策扶持等各
类要素，甚至具体到地块资源、厂房资
源、楼宇资源等信息。有了它，只要“屏
对屏”，就可以得到实时高效的投资指
引。

许昌市“招商合作热力图”对外发布
以来，积极助力全市长三角招商活动，目
前已签约项目 30 个，涉及环保装备、建

筑材料、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领域。
不久前，许昌市招商合作热力图改版升
级为许昌市“双招双引热力图”，使招商、
招才与引资、引智有机融合，进一步构筑
起全方位、宽领域、纵深化的对外开放新
格局。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许昌市
“双招双引热力图”充分展现了我市在区
位、交通、产业、资源、政策等方面的开放
优势，通过更加立体化的宣传推介，大大
增强了许昌对外来投资和人才的吸引
力，也必将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用大数据为招商引资赋能 用“信息包”为招才引智助力

便捷“热力图”成为许昌聚财引才“硬核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