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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许昌市委宣传部获
悉，杭州亚运会第三轮歌曲征集活动
圆满结束，由我市词作家、河南省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许会锋作词的歌曲《杭
州心跳》《杭州之约》《青春赛场》共 3 首
作品入围本次歌曲征集。

据了解，杭州亚运会第三轮主题
歌曲征集工作自 2022 年 10 月 8 日启动
至今年 3 月 1 日截止以来，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踊跃参与和热烈反响，共收到
全国各地以及亚洲、欧洲、非洲有关国
家（地区）1106 件应征作品。在监审和
公证处的监督下，经过第一阶段、第二
阶段专家评审和大众评审，评委会最
终评选出 50 首入围歌曲作品，并颁发
证书。

词作家许会锋，原是我市襄城县
东张庄村地地道道的农民，30 余年来，
许会锋以农村题材为主，痴迷歌词创
作，他的系列乡村歌曲两次荣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入选中宣部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三次蝉联
中国音乐家协会年度优秀歌曲。

如今，在业内一谈起乡村歌曲，首
先就会想到许会锋。他的代表作“小
村三部曲”《小村人的婚礼》《小村微信
群》《小村来客》，以生动鲜活的语言，

深受群众喜爱。他将对歌词创作的热
爱、对家乡的情感、对时代的关照巧妙
地融入作品，使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
性、浓郁的时代感、深厚的乡愁情结。

12 岁那年，许会锋手抄歌词和乐
谱推荐给会识谱、唱歌的班主任侯老
师，从此班里有了音乐课。他曾偷偷
卖掉家里的十多公斤黄豆，只为购买
一套《怎样识简谱》有声教材。

初中毕业后，许会锋边务农边打
工，但无论日子过得多辛苦，他都始终
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 岁那年，《工
人音乐报》公开发表了许会锋的作品

《心曲》，从此，他更坚定了刻苦学习、
努力创作歌词的信心和决心。

许会锋的原创歌词《小村人的婚
礼》斩获 2013 年第十届全国“青年歌词
创作奖”第二名，并荣获 2014 年中宣部
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2014 年，许会锋作为特殊人才被
吸收到文化部门，成为一名专业词作
家。从此，一个由许会锋酝酿已久的

“许会锋 de 新乡村音乐版图”创作计划
应运而生。

在许会锋看来，农村是一片充满
生机的广阔天地，那里散发着泥土的

芳香，温暖的乡音、乡情，朴实的民风、
民俗，为他的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的
素材。

十年磨一剑，弹指一挥间。许会
锋相继与国内著名作曲家戚建波、张
宏光等人合作，推出了歌曲《小村直播
间》《小村一群人》等乡村系列音乐作
品 ，得 到 社 会 和 业 内 人 士 的 一 致 好
评。接地气儿、透灵气儿、冒热气儿，
别具一格的作品为许会锋的乡村歌曲
创作注入了新活力，许会锋的励志故
事和歌曲作品成为众多专家授课时讲
的典型案例。

“我现在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乡
下走一走，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有情，田
野的春华秋实都是歌，茶余饭后、田间
地头儿都有我创作的灵感，我的衣兜
里经常装着笔和纸，记录瞬间涌现的
灵感。”许会锋说。

许昌本土词作家许会锋多首作品入围杭州亚运会歌曲征集

用田野中流淌出的旋律唱响新时代
□本报记者孙江锋

2023 年三伏天从 7 月 11 日开始，
到 8 月 19 日结束，一共有 40 天。本周
六将出伏，“加长版”三伏天终于要结
束了。眼下已经立秋，虽然中午时段
天气依旧炎热，但早晚出门的时候，
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凉爽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8 月 16 日，记
者走访市区一些公园、游园发现，海
棠、石榴、山楂等果实挂满枝头，给城
市增添了浓郁的田园气息。

“立秋之后天气凉快了，我经常
来清潩河游园散步。你看，这红彤彤
的石榴挂满枝头，景色多美！”清潩河
许都桥南侧，50 多岁的市民王美华在
一片石榴林前驻足拍照。灿烂的阳
光照射在石榴树上，一个个红艳艳的
石榴散发着璀璨的光泽，显得格外好
看。

清潩河游园里种植了多种果树，
初夏时节有黄澄澄的杏子、枇杷，秋
日里可以看到梨子、柿子、山楂……
各种各样的果实，让人目不暇接。

“海棠有好几个品种，这是木瓜
海棠，那是西府海棠。木瓜海棠的果
实比较大，像梨子……”当日，市民梁
女士带着一双儿女到中央公园游玩，
她边走边教孩子们认识公园里的果
树。梁女士表示，许昌风景优美，不
仅有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公园、
游园和绿化带里还有各色鲜花，观赏
果树也非常有特色，秋日的许昌就像
一个大果园。

许昌是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一片片花
草掩映的绿地，一个个风景如画的公
园，一处处优雅别致的园林小景，让

整个城市生机勃勃、美不胜收！
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果树并非

只种在公园、游园里，在市区清虚街、
府前街、建安大道等地，都可以看到
成排的银杏、枇杷等观赏果树。据了
解，果树“上街”是许昌城市绿化的一
大特色，市区目前栽种的观赏果树有
银杏树、石榴树、枇杷树、核桃树、葡
萄树、柿树、杏树、梨树、桃树、苹果
树、无花果树、樱桃树、山楂树、紫叶
李树、海棠树、枣树、梅树、李树等，观
赏果树使城市植物呈现出多样性，丰
富了城市景观。

许昌切切实实让“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生根，始终把

生态园林建设作为改善环境、提升品
质、惠及民生的重要载体来抓，一株
株树木、一块块绿地、一个个公园，正
不断点缀、叠加、融合，汇聚成城市的
绿色肌理。

近年来，许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
思想战略，“减塑增绿”“见缝插绿”，
截至 2022 年底，许昌城市建成区绿地
率 39.01%、绿化覆盖率 44.16%、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6.40平方米。

许昌坚持把绿色作为最靓丽的
底色、最宝贵的资源，在更高起点上
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让城市天更蓝、
水更清、地更绿、景更美，百姓生活更
幸福！

本报讯（记者 张铮）“最近两个月
我读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
很好，自从加入读书会之后，我收获很
大。”8月16日上午，在魏都区丁庄街道天
宝社区举办的读书会上，辖区居民聚在
一起，互相推荐、介绍自己喜欢的书籍，
分享交流读书心得，互换读过的书籍。

据了解，天 宝 社 区 为 让 居 民 尽 享
阅读之乐，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共
建书香社区，举办了魏都清风读书会，
定期开课，极大地激发了社区居民读
书学习的主动性，丰富了居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很多社
区都在利用相关资源，在社区打造了一
个“读书角”，并定期举办读书会，深受
辖区居民欢迎。有些社区还在读书会
上开展“亲子阅读”“经典诵读”等丰富
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让居民在阅读中
遇见最好的自己。

“我平时喜欢看书，社区经常组织
大 家 聚 在 一 起 ，聊 聊 阅 读 的 事 ，挺 好
的。”天宝社区居民张元说，这样既可以
读书，又可以交友，让大家以书会友，丰
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

养成阅读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的
事情。魏都清风读书会也建议居民每天
抽出半个小时阅读，在阅读中体会快乐，
养成阅读的习惯，体验阅读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张铮）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验着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如
何才能更高效、更简便地管理城市？8
月 16 日，记者从魏都区数字化城管中心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区共接收城市管
理案件 63837 件，结案 60297 件，按期结
案 50844 件，结案率 94.45%，助推城市精
细化管理。

据了解，今年以来，随着中心城区
管理权的移交，魏都区数字化城管中心
面临案件量大、管理区域大等压力。为
有效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案件处置质
效，魏都区数字化城管中心创新工作机
制，不断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规范
化、高效化、常态化水平，让城市管理像

“绣花”一样精细。
在日常工作中，魏都区数字化城管

中心注重强化责任落实 ，通过数据联
通，打造“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督”
于一体的全域城管执法指挥调度体系，
实现重点区域全面布控、抓拍问题智能
分析、执法队伍统筹协调，以可视化、动
态化、多维度方式，助推城市管理效能
提升。

上半年，魏都区数字化城管中心共
接收城市管理案件 63837 件，结案 60297
件，按期结案 50844 件，结案率 94.45%，
按期结案率为 79.65%，不断增强辖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下一步，魏都区数字化城管中心将
不断创新数字化城市管理方式，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着力提升数字化城管案件
处置质效，努力做好市民与政府的“连
心桥”，持续为城市管理品质提升贡献
数字化力量。

“加长版”三伏天即将结束

美丽许昌秋果飘香风景宜人
□ 本报记者毛迎文/图

木瓜海棠硕果累累

可视化 动态化 多维度

“数字城管”
助推城市精细化管理

社区打造的小小“读书
角”作用挺大

读书“沙龙”
开在了居民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