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TI DONGTAI

文体动态

电话：4396800 E-mail：xcwh6800@163.com
值班总编 雷剑德 编辑 兰民 校对 李红

4 2020年 10月 22日 星期四

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
HOUZHONG WENHUA

□本报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安洪欣 文/图

时至秋季，又是观赏红叶的好时节。行
走于禹州市鸠山镇多个红叶观赏区，极目四
望，满目红叶尽收眼底，树叶色彩渐次变浓，
层次分明，犹如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卷。

从大鸿寨到红叶谷，从张家庄村到天垌
村，在秋风吹拂下，以黄栌为主的树木，展现
出更加多彩的一面，漫山遍野、叶红似火，吸
引游客游玩赏景，感悟自然。

鸠山镇位于禹州市西 30 余公里，境内山
峦叠嶂，地势西北高，旅游资源丰富。鸠山镇
境内有大鸿寨景区、魏井村古村落、天垌村
古村落、张家庄村等景点和传统村落。红叶
遍布鸠山镇张家庄村、丁家庄村、天垌村、王
家门村、梨子园沟、磨盘山、魏井闯王峡等地
的各条山谷，每至秋季，在鸠山的不同地方，
绚烂的红叶点缀在绿树之间，悬崖峭壁上彩
云朵朵，目之所及，风景各有不同。与以往交
通相对不便相比，如今在鸠山观景，虽然山
路弯弯，但规整的水泥道路让游客便于观
赏，登高远眺，曲曲折折的道路顺着山势蜿
蜒而下，秋色尽收眼底。

鸠山镇的红叶种类多，植被密度大，红
叶面积大、原生态、易接近，呈现的美景更有
层次，近年来成为周边游客观赏红叶的不二
之选。每至秋天，山上黄栌树、红枫树的叶
子一夜变红，密密匝匝，层林尽染，漫山遍野
峰岭沟壑，远山近坡，鲜红、猩红、粉红，色彩
艳丽，五彩斑斓，景象壮丽。微凉的秋风中，
红叶的炽烈让人感受到自然美景红火的热
情。

作为伏牛山的余脉，鸠山镇的红叶美景
因为以前山高林密而人迹罕至。近年来，在
全国上下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
下，鸠山镇的不同地区都感受到政府扶贫的
力度，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交通更加便利，宣
传报道更有力度。山村、老宅、古树、石屋、红
叶，曾经不为人知的美景，被越来越多的游
客发现。

在散布于鸠山各地的古村落中，村落传
统建筑材料以本地烧制的青砖、石材、夯土、
木材为主。村内建筑格局多样，整体建筑保
存基本完好；在建筑特点上，综合了北方四
合院的建筑风格，色调古朴，庄重大气；在结
构上，以青砖灰瓦、石砌墙体、靠山窑洞为
主。这些古建筑群多为清代及民国时期而
建，皆是依山建筑，依地势而分布。

如今，鸠山镇红叶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在漫山红遍的秋天，来自省内外的游客纷纷
前来观赏红叶，住农家院、吃家常菜。在各级
政府的支持下，鸠山镇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有力地助推着山乡脱贫。

红叶烂漫时，何不漫步鸠山，来一场与
秋天的约会。

秋 染 鸠 山秋 染 鸠 山

文 化 是
旅游的灵魂，
旅 游 是 文 化
的 载 体 。 近
年来，我市以
弘 扬 钧 瓷 文
化、振兴钧瓷
产业为目标，
充 分 挖 掘 钧
瓷 文 化 资 源
优势，大力实
施 精 品 战 略
和品牌战略，
推 动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发
展。图为 10
月 17 日 ，游
客 在 禹 州 市
神 垕 镇 坪 山
钧 窑 观 看 开
窑仪式。

王增阳 摄

10月 18日，许昌市长跑协会的百余名会员开展“周日例跑”活动，为文明许
昌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寇旭静 摄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 通讯员 邢志坚）10 月 17
日，许昌市首届乒乓球协会会员邀请赛在许昌职业
技术学院体育馆开幕。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新大新
代表队、华星科技代表队分别荣获团体冠军、团体
亚军，长葛市乒乓球协会一队代表队和长葛市工会
代表队并列第三名。

据了解，该活动由市体育局主办、市乒乓球协
会承办，是今年以来我市举办的首场全市性体育赛
事，参赛人员多、竞技水平高，吸引了来自全市各行
各业及各县（市、区）乒乓球协会的 46 支代表队同台
竞技。

当日上午，虽然时值深秋稍有寒意，赛场上却
热火朝天，各路乒乓健儿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精湛
的 球 艺 赢 得 了 场 内 观 众 热 烈 的 掌 声 和 阵 阵 喝 彩
声。前来观阵指导的省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尚军伟
也挥拍下场，与我市乒乓球选手切磋球艺、研讨技
法。观战助阵的市民和乒乓球爱好者纷纷拿出相
机、手机拍摄精彩瞬间。

市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宗照告诉记者，近年来，
我市积极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持续加大政策扶
持和财政投资力度，结合“15 分钟健身圈”兴建“百
姓家门口的体育场馆”和简便适用的乒乓球场地，
并积极发挥各级乒乓球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大
力推动乒乓球运动进社区、进小区、进企业、进学
校、进机关、进广场、进游园……群众性乒乓球运动
开展得有声有色，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市普及面最
广、参与人数最多、最受百姓欢迎的群体活动项目。

据悉，我市还成功举办了多项全省乃至全国的
重大乒乓球赛事，特别是 2019 年承办的“中国乒乓
球协会会员联赛”第五站的比赛，得到了中国乒乓
球协会、省体育局、省乒乓球协会和全国广大乒乓
球爱好者的一致好评，为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
作出了突出贡献。

许昌市首届

乒乓球协会

会员邀请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10 月 18 日，扶贫攻坚之
路摄影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展。该摄影展共展
出近 300 幅优秀摄影作品，我市摄影家安洪欣摄影
作品《昔日贫困山乡 今朝“柿”红业盛》入展并获三
等奖。

安洪欣作品《昔日贫困山乡 今朝“柿”红业盛》
聚焦我市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通过发展柿子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的道路。刘门村地处禹州市磨街乡
与神垕镇交界地带，原来是禹州市 53 个省定贫困村
之一，自然条件差，产业基础薄弱，收入渠道少。为
了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村“两
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
力发展特色果林产业。该村引进柿子新品种，建立
柿子实验种植基地，村民们以土地流转形式加入合
作社或农牧发展公司，实施果树规模种植，形成产
业发展 ，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发展之路 。
2016 年年底，该村脱贫摘帽，由河南省定贫困村变
为“美丽乡村”。

据悉，本次展览由中国保利集团工会、中国保
利集团摄影协会、中信集团工会、中信集团摄影协
会、中交集团工会、中交集团书画摄影协会、中国农
业银行工会、中国农业银行摄影家协会、北京市职
工文化协会、首开集团工会、首开集团职工摄影协
会等联合主办，展览作品包括：从帮扶脱困迈向乡
村振兴、从资金支持迈向产业扶持、从消费扶贫迈
向全线营销、从人才培训迈向挂职培养、从简单帮
扶迈向全面战略合作等，集中展示了脱贫攻坚在改
善民生、产业富民、服务惠民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风
貌和新气象。

我市摄影家作品

入展扶贫攻坚

之路摄影展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徐 伍 鹏）10 月 16 日 ，“ 魅 力 中 原 ”

（许昌）第四届文化旅游创意大赛
初评工作结束，170 件文旅创意作
品入选复评。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创意文
旅·豫见许昌”为主题，鼓励年轻人
围绕多个文化和旅游元素发挥想
象，设计兼具创意与实用的文化创
意作品；通过设计的力量，将许昌
特色文化资源与产业融合，深度挖
掘曹魏文化元素，向当下年轻消费
群体传播文博文化，推进许昌文化
产业更快、更好发展，提升许昌城

市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以创意让许
昌文化焕发全新生命力。大赛组
委会克服疫情影响，全力开展作品
征集工作，共征集各类创意作品
474 件 。 其 中 ，钧 瓷 类 创 意 作 品
243 件，非钧瓷类作品 231 件，非钧
瓷类创意作品占比、参与单位数量
与往年持平，大赛作品种类的多样
性逐年提升，影响力不断增强。

为做好初评工作，大赛组委会
提前准备，根据作品特征、创作背
景分类整理创意作品，邀请中国陶
瓷设计艺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
大师刘国安，许昌学院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基地负责人李维维教授，
许昌市平面艺术设计协会主席代
楠等评审专家进行初评。经评审，
170 件文旅创意作品进入大赛复
评。下一步，组委会将着力推进大
赛进程，做好大赛复评工作，完善
大赛复评网络投票系统，同步启动
新系列“许昌礼物”评选，推动大赛
成果转化。

“魅力中原”（许昌）第四届

文化旅游创意大赛进行初评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日前，全市
文广旅系统组织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座
谈会，谋划全市文物考古事业新方向，
积极推动全市文物考古工作高质量发
展。

我市积极谋划，推动做好文物考
古领域多项工作。一是做好全市夏文
化调查研究工作。许昌市瓦店遗址的
考古发掘已列入省文物局夏文化研究
重点工作台账，我市制订了贯彻落实
夏文化研究传播工作计划台账，明确
了各项工作时间节点，目前，夏文化调
研报告初稿已完成。二是推进重点文
物保护利用工程。我市加快推进灵井

“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做好汉
魏许都故城考古勘探，积极谋划十里
庙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三是开展

好各项考古工作。我市积极推动完成
全市域考古前置推进工作，开展公共
考古活动，积极对接，组织开展机关干
部、学校师生、企业职工等各类社会人
员走进考古工地活动；完善考古工作
机制，实施“双月汇报、单月调研”工作
机制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开
展“学习两规程、运用新技术、规范考
古工作”活动；制订了相关活动方案，
将考古勘探工作规程和田野考古工作
规程落到实处，以达到考古业务水平
提高、技术增强的目的。会议强调，市
考古所要积极创新，与省考古研究院
主动对接，运用科技新手段提升考古
勘探和考古发掘业务水平。为将工作
干出实效，我市拟制订《关于对考古勘
探和考古发掘项目的监管验收的办
法》。

我市积极推动全市文物

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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