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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喜迎元旦、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日前，禹州市朱阁镇举办了
书画联谊活动，邀请专业书画家与农村书画爱好者同场献艺，活跃乡
村文化生活。 王增阳 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要求，近日，我市举办了 2018 年许昌市传统武术
交流大赛，来自各县（市、区）的 27支代表队 800余名参赛选手进行了
精彩表演。

寇旭静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为了方便视障人士入馆学
习和阅读，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提高无障碍服务水平，
日前，许昌市图书馆从中国盲文出版社采购了 200 台

“阳光听书郎”盲人智能听书机，希望借助科技手段帮
助盲人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阅读无障碍。

据了解，盲人智能听书机带有语音菜单导航，有
同步显示功能，并支持语音指令，主要功能是电子书
朗读、Wi-Fi 联网访问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网络收音机、网络听书、电子词典、按摩管理等，可以
满足用户学习、娱乐和工作等需求。该项目服务对象
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身份证的
视障读者及盲校、特教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等为视
障人士提供服务的机构用户。

视障读者可持第二代残疾人证和身份证到许昌
市图书馆办理登记手续。市区的团体用户也可联系
许昌市图书馆，由该馆工作人员携带设备提供上门服
务。各县（市、区）的视障读者可持第二代残疾人证和
身份证到各县（市、区）图书馆办理登记手续。各县

（市、区）图书馆根据需要可提出申请到许昌市图书馆
办理集体借阅手续。团体用户需携带相关资料到许
昌市图书馆、县（市、区）图书馆，根据需要提出申请办
理集体借阅手续。

许昌市图书馆、县（市、区）图书馆实行实名制服
务登记与管理，确保读者的姓名、残疾人证号码、联系
方式、家庭住址、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及服务设备编
号、使用情况记录等服务信息完整、真实、有效。每位
符合要求的读者到馆登记后，需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使用设备。该项目服务时间为周二至周五 8 时 30 分
至 11时 30分、15时至 17时。

许昌市图书馆

推出盲人智能

听书机

免费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郭彩玲）日前，记者
从市文广新局获悉，2018 年该局累计受理文化文物行
政审批事项 383 件，完成前置考古勘探项目 77 个，五
措并举助力“四个一百”专项行动。

去年以来，市文广新局结合实际，创新方法，提升
服务，强化宣传，五措并举服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为
我市“四个一百”专项行动输送文化力量。一是提升
审批效率，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去年以来，该局已累
计受理文化文物行政审批事项 383 件，办理时限在原
基础上压缩了 3/4，服务对象满意率达到 100%。二是
加强前置考古工作，服务项目建设。该局全力推行前
置考古工作，规范加强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划拨）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在加强
对县（市、区）考古工作业务指导的同时，该局将建安
区考古工作纳入市区前置考古工作范畴，不断完善前
置考古工作机制，规范提升文物考古工作服务效能。
去年以来，该局已完成前置考古勘探项目 77 个，勘探
面积 383 万平方米；完成项目用地考古发掘任务 8 个，
发掘总面积 1300 平方米，出土文物 1300 余件（套），标
本 100 余件。三是注重培育扶持，促进文化企业发展
壮大。近年来，该局累计争取到省文化产业引导扶持
资金 620 万元、市级财政投入 500 万元，有力支持了民
营文化企业项目建设。同时，该局着力打造文创企业
孵化基地。去年 10 月，许昌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开
放，26 家文化企业已入驻园区。四是开展营销推介，
提高文化企业的知名度。该局积极推介民营文化企
业参加第 14 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 13
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等展示宣传活动，提高
了地方特色品牌的知名度；建成许昌市文化产业网，
156 家文化企业已入驻网站。五是加强媒体宣传，积
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围绕许昌市“四个一百”专
项行动，广播、电视媒体以消息、系列报道、专题、评
论、访谈、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对许昌市“四个一百”
专项行动进行全媒体深入宣传，形成强大的宣传合
力，已累计发布相关稿件 50 余篇，在省级以上媒体发
稿 4篇。

市文广新局

五措并举助力

“四个一百”

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寇旭静

2018 年 12 月 27 日，我市雨雪交
加，室外最低气温零下 5℃。在市一
中的绿茵场上，青少年足球队的 30 余
名足球小将奔跑、传球、射门……一
个个激情澎湃，丝毫未受恶劣天气的
影响。

教练员韩笑告诉记者，正在训练
的足球队队员年龄在 13 岁到 15 岁之
间 ，他 们 既 有 运 动 天 赋 ，又 能 吃 苦 、
肯吃苦。“这些队员是从市毓秀路小
学、市建设路小学、市古槐街小学、市
光明路小学、市一中选拔出来的，每
周 训 练 6 次 ，每 天 训 练 2 至 2.5 个 小
时。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无论天气多
么恶劣，他们都对训练饱含热情。”韩
笑说，“就像今天，虽然室外气温零下
5℃，但没有一名队员请假，而且他们
都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训练任务。只有
经得住磨炼、克服懒惰思想，才能成
为优秀的运动员。”

正在做热身运动的足球小将薛
闰秋踢球已经 3 年了。“刚开始看到高
年级的哥哥们踢足球，感觉特别帅，

我就开始喜欢上踢足球了。虽然训练
很辛苦，经常摔跤、崴伤，但并没有阻
挡我对足球的热爱。我要刻苦训练，
努力成为一名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参
加更高规格的比赛，多拿奖牌。”与记
者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之后，他揉了揉
被淋湿的头发，再次跑回了训练场。

腼腆而内向是杨博杰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但这与他在训练场上积
极 、 顽 强 的 表 现 似 乎 不 是 同 一 种

“画风”。杨博杰表示自己平时确实
不爱说话。“我和刚认识的人话都不
会很多，熟悉之后就好了。”虽然性
格腼腆，但一谈到足球，杨博杰就
有了劲头。杨博杰和足球结缘的故
事 虽 然 很 简 单 ， 但 对 他 来 说 很 重
要。“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踢球，但
当时没有条件，学校里也没有像样
的场地、没有专业的教练，只能自
己踢着玩。后来，韩教练到我们学
校招小球员，他觉得我跑步速度挺
快、身体素质也还不错，就把我选
到足球队了。”杨博杰滔滔不绝地讲
述着自己与足球的故事。

凭 借 着 对 足 球 的 执 着 和 热 爱 ，

这 些 队 员 不 但 圆 了 自 己 的 “ 足 球
梦”，也为我市的体育事业交上了一
份优异的成绩单。在近年来的多项
足球比赛中，我市青少年足球队都
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是 2018 年的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上，我市青
少年足球队获得了女子五人制比赛
第三名、女子甲组比赛第六名、男
子五人制比赛第五名、男子乙组比
赛第三名、男子甲组比赛第五名。

“青少年竞技体育成绩好，缘于
我 市 以‘ 工 匠 精 神 ’培 养 体 育 后 备
人。”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袁海东表
示，近年来，我市坚持全市一致的后
备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充 分 发 挥 体 育 部
门、体育运动学校的骨干带头作用，
始终坚持走“体教共管、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并以
提高校园足球普及水平、深化足球教
学改革、加强课外锻炼训练、完善竞
赛体系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充分调动
全市教育体育系统的积极性，促使青
少年足球事业发展规模迅速壮大、发
展 水 平 得 到 提 高 、发 展 环 境 不 断 改
善，为校园足球的科学、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的目
的就是让更多的青少年接触足球、充
分了解足球；通过足球训练，让更多
的青少年爱上体育运动，拥有健康的
体魄；通过足球比赛，培养青少年自
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积极进取的奋斗
精神和团队精神；通过足球文化，培
养 青 少 年 积 极 向 上 的 世 界 观 、人 生
观、价值观。”袁海东说。

袁海东用“六个多”概括了近几
年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踢
球的人多了，会踢球的人也多了；踢
得好的人多了，踢球的水平也提高了
很多；教足球的人多了，教得好的人
也多了。”

“相信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
展 会 再 增‘ 一 多 ’—— 奖 牌 越 来 越
多！”袁海东兴奋地说。

以“工匠精神”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许昌市竞技体育健儿冬训之足球篇

图为足球队队员正在雪地里训练 寇旭静 摄

□本报记者 王增阳

传统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
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许昌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留下了
大量的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传统村落。
这些村落如同一颗颗璀璨的宝石，散落
在田野里。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第
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禹州市鸠山镇
天垌村、魏井村榜上有名。加上 2015
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禹州市张
得镇张西村，禹州市花石镇白北村，禹
州市浅井镇浅井村、扒村，我市现有 6
个中国传统村落。

天垌村位于禹州市西部，西与汝州
接壤，南与郏县相邻，地处山区，为伏牛
山系余脉。村内存有高山，形似磨盘，
名曰“磨盘山”；崖高有洞，洞接有天，名
曰“天垌”。岭有四道，夹连三沟，沟岭
之间，有溪蜿蜒，村落依山而建，村民傍
山而居。

明末清初，王氏、郝氏、李氏祖先从

山西避难于此，开荒种田，开挖窑洞。
天垌村地处偏远山区，村民多依山傍水
而居，建筑多错落在三条自然形成的河
道两侧，呈带状分布。村中有汪家大
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及张家老宅等
多处古建筑群，多为清代及民国时期而
建，皆是依山建筑，凿洞而居，以山石加
固，伐巨木为梁，窑洞与石屋依地势而
分布，错落勾连，山石为基，锤碎钎凿，
以页岩垒筑，房牢墙固。

天垌村有千年古槐数十棵、千年以
上橿树 20 棵，还有众多 500 年以上的花
榆树、皂角树、栗树、流苏树等。天垌村
红叶面积大、原生态、易接近，是观赏红
叶的绝佳去处。

魏井村位于鸠山镇政府西北，辖刘
家门、大坪、魏寨等 7 个自然村，依山傍
水，古韵悠然。相传，明代时，为躲避战
乱，李氏、王氏、苏氏、蔡氏、魏氏祖先迁
居于此，建家立业，垦荒耕织，逐渐形成
古村落。魏井村村民围山坳聚居，其原
因不外乎躲避战乱、流匪，不得已寻找

“世外桃源”避居。魏井村内建筑错落
有致，大多以砖石结构为主，建筑风格
古朴典雅，其几个自然村偏僻难寻，自

然繁衍，传统建筑皆保存完好。
魏井村村域面积广阔，村内地势险

要，主要路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村旁闯王峡相传为闯王李自成安
营扎寨之地。侧旁峡谷上，怪石点缀于
绿海之间，犹如万猴嬉戏，故称万猴大
峡谷。除此以外，村里还有龟山、石和
尚、石眼睛、徽庄王墓遗迹、徽简王墓遗
迹、樊梨花庙等景点和人文景观。

魏井村的建筑古朴自然，传统建筑
保存完好。该村民居多依山而建，古民
居保存完好，古井、石磨、石臼、古戏台、
樊梨花庙无声诉说着昔日的繁华。魏
井村的传统住宅多为四合院或三合院
样式的平房。苏氏、蔡氏等大户的四合
院，门口有拴马石；前房、门厅一般由原
石垒砌，窗雕、门雕造型精美；主房、厢
房是人们开山破石、就地取材建造的，
经久耐用；后院一般为覆土建筑，冬暖
夏凉。

近年来，魏井村在政府的支持下，
凭借自然条件和中药材种植传统的优
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基础设施与
服务设施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山山风携古韵风携古韵
——中国传统村落禹州市鸠山镇天垌村、魏井村掠影

天垌红叶 吕超峰 摄

魏井牡丹坪 耿亚伟 摄

天垌村老人 耿亚伟 摄

闲适生活 耿亚伟 摄

WENTI DONGTAI

文体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