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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苏根长）
日前，市文广旅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谋划
实施重点文化旅游发展工程，抓住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坚持
规划引领、品牌带动，重点突破、整体提升，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我市文旅产业转型升
级。

据了解，该局规划实施多项文化旅游发
展工程，推动全市文旅事业发展。实施公共
文化服务提升工程。该局将持续推进重点
文化馆舍提档升级和服务优化，提升城乡公
共文化设施标准化服务功能；继续深入推进

“书香许昌”建设，支持引导各县（市、区）谋
划建设一批“城市书房”；加快图书馆总、分
馆建设，使城乡居民均能享受“15 分钟阅读
圈”服务；确保 2020 年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构建“15 分钟文化圈、阅
读圈”。

实施文艺精品创排工程。该局将定期
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建立健全文艺精品创
作生产的常态化推进机制；创作排演一批文
艺精品，组织开展第三届全市优秀剧本征集
评选活动，做好剧目储备；组织举办艺术赛
事活动，加强我市戏曲人才队伍建设；积极
组织剧目参加河南省第十五届戏剧大赛等
重大艺术赛事活动，擦亮许昌“戏曲之乡”名
片。

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工程。该
局将加大重点文物和三国文物古迹保护利
用力度，保护修缮全市重点文物古迹 10 处以
上，开发建设新的三国文化景区、景点；推进
重要文物古迹研究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积
极推进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钧台钧
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做好汉魏许都故
城考古勘探与研究、禹州瓦店遗址考古发掘
和夏文化研究；促进非遗传承发展，做好“禹
州中药加工炮制技艺”“艾庄铜器舞”入围国
家级推荐项目的申报跟进工作，开展非遗进
校园、进社区和传统节日非遗展演展示活
动。

实施文旅产业发展工程。该局将支持
鄢陵县发挥生态资源、康养文化、中医药资
源等优势，高规格创建国际知名、国内领先、
中原一流的国家级健康养老示范区；加快文
旅产业平台建设，建立一站式文旅消费平
台，积极促进文旅消费；完善优化百姓文化
云平台数据，实现公共文化“订单式”“菜单
式”服务；继续办好“魅力中原”文化创意大
赛，评选并推出系列城市文化礼品——“许
昌礼物”。

实施文旅融合资源开发工程。该局将
重点把 2 镇 16 村打造成示范村镇，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重点指导襄城县雷洞村、禹州市
张家庄村、长葛市榆林村，打造乡村旅游精
品民宿；打造研学旅游精品项目、精品课程、
精品线路，探索成立研学旅游联盟或协会，
认定一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推进旅游景区
提质增效，全年培育创建 3—5 个 A 级旅游景
区；督促指导鄢陵县、魏都区推进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指导鄢陵县申创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

实施宣传助力文旅事业发展工程。该
局将着重打造文广旅系统新媒体宣传联盟，
整合市、县（市、区）新媒体平台；加强文旅产
品宣传，实现重要信息共享共发联动发展；
抓好“五个一”宣传策划的落实，发布一批文
化旅游（含乡村游、研学游、红色游）精品线
路，征集提炼一句文化旅游宣传语，设计印
制一本文化旅游宣传册，打造一场文化旅游
推介会，摄制一部文化旅游宣传片。

市文广旅局

谋划实施

重点文化旅游

发展工程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前，由
我市作家张长安创作的报告文学《战

“疫”颂歌》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
学》杂志刊发，从不同侧面塑造了许
昌广大医务工作者群像。

据了解，张长安 2017 年釆访建
安区农民企业家刘少林，根据其先进
事迹撰写报告文学《农机状元刘少

林》，2018 年根据长葛市扶贫干部李
富强的先进事迹，撰写报告文学《最
美扶贫干部李富强》，两篇作品均发
表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上。
近日，张长安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
主题创作了报告文学作品《战“疫”颂
歌》，以饱满的热情、鲜明的特色、质
朴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我市广大医

务工作者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科学
谋划、提前部署、齐心协力、精准救
治，组织医疗队千里驰援武汉，使疫
情防控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故
事。作品用文学语言，从不同侧面塑
造了许昌广大医务工作者真实鲜活、
各具特色的形象，展现了他们辛勤工
作、努力奉献的崇高精神风貌。

张长安报告文学《战“疫”颂歌》

塑造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群像

4 月 15
日 ，春 风 和
煦 ，满 眼 绿
意、设施齐全
的 市 区 德 星
路 游 园 成 了
孩 子 们 的 乐
园。据了解，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持 续
向好，市民生
活 逐 步 恢 复
正常，纷纷走
出 家 门 到 各
公园、游园或
游玩或健身，
享 受 宜 居 城
市 的 美 好 春
光。
寇旭静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李
红路）日前，我市文物主管部门组织验
收组，对已竣工的关帝庙附属古建筑、
春秋楼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消
防工程进行验收，保障文物安全。

近年来，我市聚焦曹魏文化，不断
打造“三国文化”名片，按照传承保护
和开发利用并重的原则，对春秋楼、灞
陵桥、曹丞相府、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公
园等三国文化相关景区进行资源整
合。在工程业主和施工、监理单位相
关人员的陪同下，验收组分别到两个
国保单位消防工程项目现场进行查验
并进行专家现场质询。在两处国保单
位消防工程现场，验收组进行了测查
和水压测试等，三方代表对工程有关

情况进行汇报，并在现场调阅工程档
案资料。验收组成员就工程审批与管
理、工程质量效果、工程档案资料、竣
工文件等内容进行全面客观点评，同
时对此次三方汇报工程档案中的竣工
报告、监理资质等资料准备不充分的
问题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

在综合验收组各成员对工程整体
实施情况的意见后，我市文物主管部
门宣布工程硬件质量指标通过验收，
并就消防控制室、柴油发电机的管理
制度上墙、消防栓设置标识牌、工程后
期管理使用、长效管护机制等问题提
出了具体要求，希望相关单位在今后
的工作中不断完善机制，做到物尽其
用、人尽其能，以确保文物安全。

我市两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消防工程接受验收

4 月 14 日，市民在市区饮马河游泳健身。连日来，我市天气晴好，春意盎
然，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以各种方式健身锻炼。 寇旭静 摄

近日，禹州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花红柳绿，如诗如画，吸引了众多游客游玩、赏花。该公园位于禹州市
磨街乡，是一座以华夏植物群化石景观和典型含煤地层剖面为主，以钧瓷文化产业链为辅，并融合自然、生
态和人文景观，集美学价值与科学价值于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成为人们科学探险、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的理想去处。

上图：禹州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远眺。 王增阳 摄
下图：游客纷至沓来。 刘艳红 摄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2019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河南省共有
62 处文物保护单位入选，许昌市共
有许昌文庙、禹州天宁万寿寺、禹
州怀帮会馆、鄢陵尹宙碑等 4 处入
选，我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
加到 27处。

禹州天宁万寿寺、禹州怀帮会
馆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
距不过百余米，但相较于怀帮会馆
宏大的规模和较高的知名度，天宁
万寿寺显得有些沉寂。

1946 年 10 月，河南省立禹县中
学在天宁万寿寺建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该寺成为禹州市第

一高级中学的一部分。数十年间，
伴随着这个古老建筑群度过春夏
秋冬的是一代又一代禹州学子琅
琅的读书声，其主体建筑天宁万寿
寺大殿曾为学校的办公用房。而如
今，修缮一新的天宁万寿寺大殿依
旧静立在禹州市第四实验学校之
中。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在
一 篇 回 忆 性 文 章 中 这 样 写 道 ：

“1946 年在此成立了禹县中学，后
又在此成立禹县师范，成千上万的
钧台学子从这里起步，成长为新中
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长为工程
师、科学家、教授、将军……仅我们
这一辈余家大院子孙而言，都曾在
这里上学读书。1949 年大哥、三哥
由此参加工作，1951 年四哥、五哥、
六哥由此投笔从戎，1956 年我也从
禹县中学毕业而后赴京求学。禹州
这块文化热土培育了我们，使我们
终身受益。”

天宁万寿寺位于禹州市古钧
台 街 ，坐 北 朝 南 ，始 建 于 唐（一 说
魏），金代末年毁于战火。元代大德
三年（1299 年），僧正崇威在原址上
重修；明弘治年间和清道光年间，
分别对该寺的大殿及其他个别建
筑进行了修缮。该寺有宋仁宗亲笔
书写的“天竺唵斛呾啰”字碣。该寺
不仅为禹州历史上的各佛寺之首，
而且声誉远播东瀛。1988 年，日本
国驹沢大学中国佛学史参观团，特

意来禹州参观了该寺的大殿。该寺
在清代仍然香火旺盛，民国期间因
战乱逐渐颓废。天宁万寿寺现仅存
山门和大殿两座建筑，山门为明代
风格，面阔三间，歇山式绿琉璃瓦
顶，前后门额上分别嵌有明嘉靖和
弘治年间匾额。

天宁万寿寺大殿为禹州现存
的唯一一座元代建筑。元代建筑在
我国建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是宋辽金建筑与明清建筑的过
渡。元代建筑一方面沿用传统规则
的结构方法，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
了减柱和移柱的“大额”结构。天宁
万寿寺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
平面呈方形，单檐歇山灰瓦顶；殿
内梁架采用砌上明造草袱梁的做
法，抬梁式木结构，大部分木构件
为自然材质。殿内四步梁上遗存彩
绘，为沥粉行龙，以红色为基调。

天宁万寿寺东侧有禹王庙、钧
台、汤王庙（已毁）、节烈祠（已毁），
西侧有十三帮会馆，北侧有怀帮会
馆，是城区北隅的古建筑群之一。
天宁万寿寺大殿是河南地方早期
建筑手法的代表。其建筑风格以粗
放为特色，在建筑结构和构件制作
上灵活巧妙地运用了许多地方手
法。现存大殿基本保持了元代的建
筑风格，主体木构，在形制特征、材
料和工艺特点等方面保持了历史
原状，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禹州天宁万寿寺：承载百年历史记忆

天宁万寿寺大殿

大殿歇山灰瓦顶大殿木质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