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由
漯河日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起
成立，每年通过举办200多场次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小记者在了解
家乡风土人情、发展变迁、传统
产业的同时，综合素质得到全面
提升，赢得了学校和家长的认
可。如今，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已
经遍布我市各中小学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有
《漯河日报》《漯河日报·小记者
刊》《漯河晚报·小记者专版》、
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日报小
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六个发
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在

2019 年征集研学基地的基础上，
现面向漯河市、河南省乃至全国
征集2020年度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研学基地。

征集对象：景区、书店、影
城、休闲场所、美食餐饮、民生
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卫
生医疗、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
构、农家庄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 （市区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601室）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征集小记者
研学基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官方抖音号开通啦！小
记者的多彩瞬间，在抖
音里为你呈现。如果家
长们想要保留孩子们的
精彩时刻，小朋友想要
看到自己的闪亮瞬间，
就请关注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抖音号 （lhrbxjz），
了解更多的内容吧！

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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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956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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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宜书
8月13日，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云游沙澧”系列活动走进
中州历史名镇北舞渡，小记者通
过视频镜头，看沙河岸边历经风
雨沧桑的历史遗存，听流传在这
片土地上的美丽故事。

距舞阳县城 25 公里的北舞
渡古镇，位于沙河南岸，承载了
数千年历史的兴废往事，在岁月
磨砺中几经沧桑辉煌。据记载，
北舞渡曾名定陵镇、北舞镇、沙
河渡，西有故城遗址，为周代东
不羹国所在地。

“拉不完的赊家店，填不满
的北舞渡。”这句至今仍为当地
不少百姓熟知的俗语，足以证明
古镇当时在商界中的影响和作
用，道出了北舞渡这座中州历史
名镇曾经的辉煌。北舞渡交通便
利，漕运发达，沙河四季通航，

“恃水陆并进，商贾云集，无穷
之重镇也”，被誉为“中州巨
镇”，有着“水旱码头小汉口”
之称，大批煤炭、粮食、棉布、
烟叶由此进出中原，南来北往，
好不繁荣。通过镜头，小记者部
的讲解老师将小记者带入历史的
长卷。

“说起北舞渡的繁荣，当从
北宋说起。”讲解老师通过镜头
为小记者讲起北舞渡的繁荣发
展。清康熙年间，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复
苏，北舞渡迎来了新发展。清乾
隆年间，北舞渡的经济实力已经
超过了舞阳县城，成为河南重要
的商业城镇之一。鼎盛时期，北
舞渡的大小商号多达 500 余家，
号称“九门九关小北京”。

“ 包 子 、 油 馍 、 胡 辣
汤……”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

“云游沙澧”团队刚走进北舞渡
镇，便听到了热闹的声音。看到
这么多好吃的，“云端”那边的
小记者激动不已，纷纷在后台留
言说经常喝北舞渡胡辣汤。“你
们知道胡辣汤的来历吗？”讲解
老师问大家。

当时，北舞渡沙河航运兴
盛，古镇及周边的大批百姓来此
当装卸工。当时这些装卸工人的
生活很艰苦，尤其是到了深秋和
冬季，河道风大，天气寒冷，民
工们饱受风霜之苦。下苦力的装
卸工一来想吃得有滋有味，二来
想吃后身子暖和。当时，镇上有

一位老人名叫闪长泰，很有商业
头脑，便在此做出一种辣汤卖。
此汤主要以胡椒、辣椒为原料，
佐以肉沫、面粉、粉条等烧制而
成，再加入少许的陈醋。其味道
麻、辣、 酸、香，制作工序简
单，喝起来既开胃又驱寒，而且
价格便宜，深受装卸工人的喜
爱。

当时，北舞渡商业经济繁
荣，山陕之人行商河南，有一
年，他们又在此聚会，听说这里
有一种叫胡椒辣椒汤的食物，味
美可口、价格便宜，中午吃饭时
便请闪长泰做了一顿胡椒辣椒
汤，众人品尝后皆赞不绝口，广
为传名。闪家胡椒辣椒汤也越传
越远。

经过不断改进，闪家胡椒辣

椒汤的主要原料已不仅仅是胡
椒、辣椒了，食客也不再是装卸
工了，胡椒辣椒汤逐渐改名为胡
辣汤。除了闪记招牌外，丁家、
吕家和宛家也很有名气。

镜头移向山陕会馆内一座三
间五楼六柱的彩色牌楼前，飞檐
斗拱，精雕细刻，引人入胜。

郑运卿老先生早已在此等
候。郑运卿年少时在山陕会馆旧
址北舞渡小学上学，毕业后在此
授 课 ， 退 休 后 又 成 为 “ 守 馆
人”。他带领“云端”的小记者
走进山陕会馆，了解这座工艺精
湛的木制牌楼后的故事。

明清时北舞渡之富庶，山陕
会馆是忠实见证。从现存碑文和
郑老师讲解记者得知，山陕会馆
出现在道光六年 （1826 年），这

座山陕会馆缘自当年商人的一个
“豪”字，既有“豪情万丈”，也
少不了“豪掷千金”。此处原为
关圣帝行宫 （关帝庙），彼时，
北舞渡商贸活动鼎盛，秦晋商人
看重这里为水陆交通要地，于是
云集于此，为了迎来送往，秦晋
商人在关帝庙的基础上，合资兴
（改） 建了山陕会馆，会馆有大
殿、东北角老君殿、西北角有春
秋楼，正殿旁有偏殿，供奉周仓
等，东南角有里外两座戏楼，牌
楼前东西两侧，铁旗杆、钟鼓
楼，两廊、厢房一应俱全，逐渐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很可
惜，这些建筑大都被毁了，留下
来的仅为建于道光五年 （1825
年）的一座彩色牌楼。该牌楼于
1981 年 被 列 入 《中 国 名 胜 辞

典》，可谓“河南清代牌楼之
冠”，现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彩色牌楼坐北朝南，柱子排
成工字形，边柱斜出，边柱与中
柱成三角形，使两边的次楼成斜
出的歇山顶。中柱和边柱均为圆
形，柱下垫有鼓形桑墩，每根柱
均有抱鼓石镶裹，每根柱上都有
制作规整的抱鼓石。两根中柱正
面的抱鼓石上，雌、雄两尊张口
昂首挺胸的石狮对称蹲坐，似迎
八方来客，雌狮抚弄儿孙，寓儿
孙满堂，雄狮脚踏绣球寓为掌握
权力，背面抱鼓石上是一对变形
的石狮。整座彩色牌楼轻灵中自
有厚重，华丽间透着庄严，巍峨
壮观，光彩照人，展现了我国古
代建筑的独特风格。

“文革”期间，彩色牌楼主
楼正中悬挂的“浩气英风”和背
面的“忠肝义胆”匾额被拆除，
后经“75·8”洪水，被冲走，
现在我们看到的匾额是舞阳县博
物馆派人修复的。

当铺院，也值得大家一看。
最早这座当铺院是山陕巨商建造
的，这里曾为中国革命做过贡
献，舞阳县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
组织“时雨学社”就是在这里成
立的。1926年，在开封省立第一
师范学习的石庭桂、郭培轩（二
人均系舞阳人，共产党员），因
开封政局动乱，学校放假，二人
回到舞阳。他们把本县青年学生
组织起来，以学术团体的形式，
开展革命活动，后宣布成立“时
雨学社”。“时雨学社”的主要任
务是学习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站在河堤上远眺，沙河水缓
缓流淌，遥想当年，南船北马的
忙碌景象：码头货物堆成山，船
在河里排了数里长，商人议价声
和船工号子声彼此交织，让人感
叹这座中州古镇曾经的辉煌。

随着京汉铁路通车、兴修拦
河闸等原因，沙河航运衰落，到
了 1975 年，我省境内沙颍河全
线断航，北舞渡镇当年的繁华也
渐渐化为云烟远去，只剩下山陕
会馆的彩色牌楼和当铺院。

沙河复航是北舞渡几代人的
梦想，如今，随着我省沙颍河航
运工程的推进，沙河（漯河至平
顶山段）复航可期，北舞渡有望
再现辉煌，成为内河航运的重要
节点，再圆通江达海的航运之梦。

彩牌楼前寻古 沙河岸边追梦
——小记者“云游沙澧”系列活动走进中州历史名镇北舞渡

■文/图 本报记者 焦 靖
8 月 13 日、14 日，70 余名小

记者来到漯河人民公园，在观赏
美景、亲近自然的同时，学习作
文写作的基本技巧。

“写这种游记类作文，我们可
以按照游览顺序写作，在作文中
要详略得当，重点描写你印象最
深的部分。”受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团的邀请，源汇区实验小学骨干
教师宋广宇在漯河人民公园为孩
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作文课。公
园里的雕塑、花草、荷塘……都
成了宋老师口中的教材。置身景
色之中，宋老师讲解得细致入
微，小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

在雕塑 《家乡水》 前，宋老
师从漯河旧称“螺湾”讲起，把
我市的历史渊源、风土人情等知
识融会贯通，不仅拓宽了小记者
们的视野，还加深了孩子们热爱
家乡的感情。在荷花池边，宋老

师先是启发小记者观察荷塘中的
荷花、荷叶、莲蓬等，接着与小
记者展开互动，帮助他们回忆曾
在课本上学过的与荷、莲有关的
古诗词。“鱼戏莲叶间”、“小荷才
露尖尖角”、“接天莲叶无穷碧”、

“小童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一
时间小记者们跃跃欲试，纷纷背
起了古诗词。

据漯河人民公园的工作人员
介绍，公园里的荷塘占地二十多
亩，共种有9000多株荷花，分为
白洋淀古代莲、大红袍莲、红楼
莲、友谊牡丹、粉千瓣五个品
种。“这里的荷花真好看，我还看
到了好多小鱼，妈妈说漯河人民
公园变漂亮了。”小记者邵馨仪在
作文中这样写，她看到了很多爷
爷奶奶在公园锻炼身体，听到小
鸟的鸣叫和蝉的喧闹，呼吸着新
鲜空气，感受徐徐微风，觉得家
乡真美！

赏公园美景 学写作技巧

■文/见习记者 李宜书
图/本报记者 张腾飞

中医，对于许多人来说即神
秘又富有魅力。近日，漯河日报
社小记者部分别在我市祁山路南
段和舟山路北段两家小记者学习
基地中医馆开展“走进中医馆
领略中医药文化”系列活动，让
小记者零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
化的魅力。据悉，有近200名小
记者参与活动。

8月15日9点30分，记者和
二十多名小记者一同走进中医
馆。“好多中药材啊！请问这个
药材叫什么？”“我要向医生学习
穴位按摩。”“我想知道怎样抓中
药？”刚进入医药馆，孩子们纷
纷说出了想要学习、了解的内
容。

“各位小记者的问题我会一
一解答，下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
下什么是中医。”在中医馆二楼
综合活动室，活动负责人赵明路
给小记者讲起了中医的起源与发
展，“中医药是我国优秀的民族
文化遗产，是我国的国粹，从神

农尝百草，至先秦两汉百家争
鸣、盛唐富宋，再至明清近现
代，绵延中华文化五千年而不
竭。中医学理论形成于春秋战国
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经
济繁荣、文化发达、百家争鸣，
而且医界也是人才辈，出现中医
内科和中医外科，已经采用‘四
诊’，即‘望、闻、问、切’，历
经千年，从未断层。”

待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简述完毕，讲师张鹏宇教小记者
一些简单的经络、推拿方法和穴
位保健知识。张老师讲得生动，
小记者学得认真，大家表示回去
后要教给爸爸妈妈，帮他们按
摩。随后，张老师简单介绍了华
佗、扁鹊、李时珍等几位古代名
医。最后，张老师给小记者讲了
几个与中医有关的历史故事。

“来，大家可以尝尝这个药
材，然后告诉我是什么味道。”
张鹏宇带领小记者来到中医馆一
楼的药柜前，由药师为大家介绍
中草药，小记者逐个凑上去闻药
材的气味儿，并仔细观察药材外

形，药师还给小记者讲解了一些
常见药材的作用，并教他们如何
辨认。药师从药柜拿出一味神秘
的中药材给小记者尝，刚吃到嘴
里，小记者纷纷吐舌，直呼：

“好苦！”药师笑着告诉大家，这
味药材叫黄连，有清热燥湿、泻

火解毒之功效。除了黄连，小记
者对夜明砂的印象也颇为深刻。

“第一次听到这个药名时，你是
否在脑海中勾勒出一颗闪闪发光
的夜明珠呢？其实，它是蝙蝠的
粪便，有治疗目生翳障、夜盲、
小儿疳积、惊风的功效。”听了

药师的讲解，小记者纷纷表示开
了眼界。

在药师的讲解下，小记者还
认识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中药
材，如山药、橘皮、金银花、蒲
公英等。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纷纷表
示收获颇丰。小记者赵若萌告诉
记者：“今天吃了黄连，我才明
白什么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
不出’。”在场的小记者纷纷表
示，今天的活动非常有趣，不仅
了解了中医知识，还学了穴位按
摩，回去要积极投稿，日后多参
加小记者活动。

赵明路告诉记者：“中医药
文化的宣传推广有利于中医的发
扬光大，有助于增进青少年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
信。本次活动既有培育人才的现
实意义，更有弘扬中华文化的历
史意义。日后将加强与漯河日报
社小记者部的合作，多组织对社
会、对青少年有意义的活动，讲
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小记者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

■本报记者 孙 震
8 月 16 日，在郾城小学操

场，记者看到漯河日报社少年运
动训练营的学生正在体育老师程
鹏飞的指导下，针对体育中考项
目进行训练。

开班之初，少年运动训练营
负责人徐赫、体育老师程鹏飞通
过体能测试，详细了解每一位同
学的体能状况，并建档分析。针
对分析结果，制订适合每个人的
训练计划，借助各种小工具，选
择合适的训练方法，提高同学们

的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柔
韧性、爆发力等。

王奕元、王奕博双胞胎兄弟
告诉记者，在没参加训练营前，
他俩不喜欢运动，身体瘦弱，基
本的跑跳动作都做不到位。通过
训练，现在他们能够掌握基本的
跑跳姿态和基本的足球训练技
巧。特别是通过波比跳、弓箭步
跳、单脚跳障碍等训练提高了跳
跃能力。兄弟俩除了身体素质的
提升，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改
观，现在各种比赛俩人都积极报

名参加。
徐赫告诉记者：“漯河日报

社少年运动训练营除了帮助孩
子提升体育成绩外，还指导孩
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作为
家长应该从早下手，为孩子固
定体育锻炼时间，或选择一项
体育训练项目，切实增强孩子
的身体素质。”

漯河日报社少年运动训练营

学员刻苦训练 提升体能素质

8月12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组织小记者开展“节约粮食 从你
我做起”主题活动。图为就餐者在倡议书上签名。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摄

学员在练习立定跳远。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五楼六柱的彩色牌楼。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摄

▲山陕会馆大门。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摄

小记者在漯河人民公园游览。

▲彩色牌楼北侧实景。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彩色牌楼下的石狮。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中医馆药师教小记者认识中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