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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泽华
汉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工具，

在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被后
人尊称为“字圣”的许慎是汉字文化的代
表人物之一，他所写的《说文解字》对汉
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我市把握时代需求，整合本
土资源，充分挖掘许慎文化内涵，分析本
土优势和现状，积极探索许慎文化融入新
时代漯河发展的可行性路径，秉持文化点
亮城市的发展理念，推动许慎文化得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漯河文化影响力
和辐射力不断增强。许慎文化既是漯河的
本土文化，又是中华文化、黄河文化和中
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文化大
家庭中的一分子。弘扬和发展许慎文化对
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具有重要
的意义。

优化发展理念，以更宽视野谋划许慎
文化蓝图。一是制定许慎文化发展规
划。立足全国、全省文化工作大局，出
台许慎文化及汉字文化相关规划，从更
高层面描绘许慎文化发展蓝图。二是优
化许慎文化发展机制。成立更高规格的
文化领导小组，发挥对许慎文化发展的
组织推进作用。聘请专家学者参与规划
建设，推动高层次高标准高素质人才引
进，筑牢人才基础。三是加强许慎文化
对外联络。加强与国内各地区的汉字文
化组织交流合作，组建汉字文化联盟，
加强与国外文化组织的联络交流，让许
慎文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提升许慎
文化对外开放度和认同度。

健全学研体系，以更实举措筑牢许
慎文化根基。一是构建教育学习体系。
持续推进许慎文化内容编入中小学教
材工作，在学校积极营造许慎文化特色
学习氛围，开展阶段性许慎文化内容讲
读活动。利用多媒体等创作一批文艺作
品供学生学习，厚植青年一代文化底
蕴。二是完善研究转化体系。完善许慎
典籍等汉字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规划，
做好做细许慎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工
作，持续挖掘许慎文化所蕴藏的学术价
值、文化价值、时代价值等，推动以许
慎文化为代表的汉字文化研究转化为现
实成果，构建许慎文化研究网络多角度
多层次体系。三是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相关企业
交流合作，推进许慎文化多学科深度融
合，打造合作研究新模式。制订文字
学、相关文化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为打
造许慎文化品牌，增强漯河文化软实力
提供人才保障。

坚持文旅融合，以更大力度塑造许慎
文化品牌。一是支持汉字文化产业发展。
抓住“十四五”规划国家大力支持文化产
业机遇，以文化创新为重点，挖掘汉字文
化发展潜力，扶持新型文化企业做大做
强，引进“大个头”文化项目落地生根，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成为市场主导消费热点，促进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开发许慎文化特色产
品。深入挖掘许慎文化内涵，加大力度开
发特色文化创意产品项目，在企业产品设
计中融入许慎文化、汉字文化元素，将许
慎文化产品与制造、服务等其他产业融合
升级，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品牌，提升文化
价值，增强文化产业支撑带动能力。三是
推进许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整合
各类旅游资源，开发许慎文化及汉字文化
旅游专题线路、特色景区、旅游项目，让
游客感受浓厚的文化旅游氛围，打造属于
漯河的汉字文化旅游产业品牌。

深化普及宣传，以更新的模式彰显
许慎文化魅力。一是扩大许慎文化普及
活动覆盖面。深入谋划开展许慎文化普
及推广工程，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多层次
多形式宣讲推广，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中融入更多许慎文化、汉字文化元
素，打造特色镇区、社区、街区，充分
发挥城市公共服务机构在宣传过程中的
积极作用，使许慎文化融入城市发展、
市民生活中。二是丰富许慎文化特色活
动。持续办好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和相
关专题展览、论坛，提升许慎文化知名
度。利用优势资源举办许慎文化特色文
化日、艺术节，打造集发展经济、文
化宣传、改善生活为一体的许慎文娱
生活圈，突出许慎文化品牌效应。三
是探索网络宣传新模式。发挥网络传
播优势，打造许慎文化流量 IP，充分
释放传统阅读与网络搜索相结合的巨
大能量，打造推广许慎文化的信息传
播综合平台，使其成为城市宣传的重
要窗口。

绽放许慎文化魅力
擦亮漯河城市名片

■文/本报记者 尹晓玉
图/本报记者 王嘉明

近年来，汉服越来越受到年轻
人的喜爱。如今，在我市的大街小
巷、景区、校园、博物馆等地总能
看到束发盘髻、衣袂飘飘的汉服爱
好者。汉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通过手艺人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已成为当代
青年彰显文化自信最鲜明的表达方
式之一，也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体现。

催热国风文旅

国庆假期，我市多个景区推出
了丰富多彩的汉服文化活动。漯湾
古镇、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神州
鸟园等景区内，身着汉服的游客比
比皆是，三步一“贵妃”，五步一

“公主”，有的手执团扇、环佩叮
当；有的俊美儒雅、端庄大气，把
汉服古典、飘逸之美体现得淋漓尽
致，助力景区频频出圈。

今年以来，沉浸式文旅产品越
来越受游客喜爱，我市多个景区新
建了汉服游园。每逢佳节，部分景
区就会推出“对身穿汉服的游客免
门票”活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身
着汉服的游客；借助节日，食尚年
华田园综合体、神州鸟园、许慎文
化园等景区经常开展汉服巡游、汉
服走秀等活动。

除了将汉服文化融入各大景
区，我市还倾力打造体验场景。在
沙澧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东侧的水杉
林中，古色古香的三间小屋格外引
人注目，这里新建的汉服游园可进
行汉服展示、汉服体验，并有汉服
销售。自今年9月运营以来，这里成
了汉服爱好者体验和交流的场所。
依托“秋韵沙澧 今朝漯河”秋灯

会，这里举办了多场汉服走秀等活
动，让我市的国风文旅持续引发社
会关注。

弘扬传统文化

为培养孩子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不少家长选择从孩子感兴趣的
汉服入手。今年8岁的小女孩詹云翔
是一名小汉服迷。“有一次，我看到
一个姐姐穿汉服，感觉特别漂亮。”
詹云翔说，后来妈妈给她买了一套
唐制汉服，她睡觉都要穿着。上小
学后，她经常和同学相约一起穿汉
服到景区拍照。

池岚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资
深的汉服爱好者、汉服文化传播
者。2013年，她和一群喜欢汉服的
朋友组建了“漯河汉服同袍群”。大
家经常相约一起穿汉服逛街，有时
候穿着汉服去喝咖啡、玩桌游，也

会穿着汉服吃火锅、烧烤。池岚
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
传统文化传播的队伍。

融入日常生活

如今，穿汉服正在成为当代年
轻人的一种文化态度，逐渐融入
日常生活。

今年 21 岁的橙子是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也
是该校汉服社团的负责人之一。

“2018年，我在抖音上看到西塘汉
服文化周的视频后，开始爱上了
汉服。起初是单纯觉得好看，最
后彻底迷上了汉服文化。”橙子这
样形容自己“入圈”的心路历
程。后来，她发现有很多喜欢汉
服的同学，大家就在学校成立了
汉服社团。目前，该社团成员有
近 40人。大家经常在课余时间或

者节假日聚在一起穿上汉服、做
好造型上街展示汉服并拍照留
念，或者组团去参加校外的汉服
活动。

“我特别喜欢唐制汉服。每一
个爱好者其实都是推广者。除了
在相关活动和传统节日穿传统汉
服外，我平常也会穿一些改良汉
服出门。”橙子说。

“我把汉服当成一件普通的衣
服穿，普通到可以穿着它工作、
逛街。汉服承载了我们的民族自
豪感。”池岚说，“我能明显地感
觉到汉服的热度在逐年提升。大
街上、公园、校园随处可见穿汉
服的人。穿汉服出行已经成了一
种新时尚。”

穿出文化自信

近年来，汉服逐渐由小众走向
大众，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了解并认
同汉服这一传统文化。年轻人开始
选择穿这种传统服饰并以此为美。
除了汉服本身的古风古韵极具美
感，更多的是国人文化自信的回
归，让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
来越热爱。

“穿上汉服、做好造型时，感觉
自己有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所赋予
的深刻内涵，满满的自豪感！”汉服
爱好者胡翌帆告诉记者，汉服的意
义已经超越服饰本身。它更是一种
文化符号，承载着人们对于民族文
化的自信。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穿汉
服，不仅丰富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
涵，也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形式。汉服文化的普及推广
不仅吸引了更多人喜爱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还进一步坚定了国人的文
化自信。

汉服之美点燃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郝河庆
如今的双汇广场始建于 20 世

纪 50年代，曾被称为漯河市人民
广场、漯河市人民体育场、漯河市
田径场等，老漯河人称之为“南广
场”，是我市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的
场所。如今，南广场仅存的主席台
历经风风雨雨，留下深深的时代烙
印。

双汇广场位于市区文化路与建
设路交叉口东北处，占地6000多平
方米。9月下旬的一天早晨，记者来
到双汇广场，看到健身、娱乐的人
络绎不绝。双汇广场南侧绿树成
荫，练太极拳的老者动作利落，跳
广场舞的大妈舞步轻盈。

双汇广场东侧的田径场赛道
上，有不少市民在跑步。赛道内场
是足球场，南侧是篮球场。此外，
还有乒乓球、门球等场地。

田径场东侧中间位置是主席
台。尽管目前因维修被一米多高的
挡板封闭，依旧挡不住主席台的高
大。据双汇广场工作人员介绍，主
席台是砖混建筑，长 14 米、宽 6
米，台面高1.5米，屋顶高8米。记
者看到，主席台后面是一排平房，
墙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
色标语仍在。

“我们刚参加工作时这个主席台
就有了。”在主席台北侧门球场打球
的几位大叔大妈对记者说，当年的
南广场经常举行各种集会：禁烟禁
毒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
会、对犯罪分子进行公审等。

此外，这些老人对当年举办过
的大型体育、文化、商贸等活动也
印象深刻：全市各种大型运动会，
民兵高炮训练，物资交流大会，瓷
器、服装、书籍等展销会……特别

让这些老人开心的是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每年春节过后，划旱船、
踩高跷、耍狮子、舞龙……这些民
间艺术表演团队都会到南广场表

演、比赛。
据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

每到夏天的夜晚，南广场人流如
潮，是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人

们把凉席铺在草地上谈天说地，孩
子们在一旁嬉戏打闹，城市夜生活
在此开启。

我市民俗专家张文明所写的文
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南广场，顾名
思义，设在河上街的南段。20世纪
50年代的南广场很是空旷，只有一
个土台子矗在那里，椭圆形的跑
道。1954年春季，南广场成了漯河
市举行物资交流大会的地方。整个
南广场热闹非凡、人流密集，摆满
了地摊，唱着大戏，真真对应了主
席台那副‘城乡互助，物资交流’
的对联。”

《漯河史志》记载：“1952年在
南马路 （现市区人民西路中段路
南） 辟建。设坐南朝北主席台一
座。1974 年扒毁，改建为坐东朝
西。面积18500平方米，四周有铁
栏杆，东西两侧筑有三阶看台，可
容纳观众4500人。”由此可见，从
1952年起，我市的体育事业开始快
速发展。现存的主席台建造于1974
年，距今已经有49年的历史。

据市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人回
忆：“20世纪70年代，南广场建了
400米的煤渣跑道。在这样艰苦的条
件下，漯河体育工作者大力弘扬体
育精神，推动我市体育事业快速发
展。由于田径成绩突出，我市在
1983年、1986年、1990年、1994
年多次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据介
绍，2000年，漯河现代化体育综合
设施——市体育中心投入运营，双
汇广场退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舞
台。

如今的双汇广场花团锦簇、草
木葱茏，成了人们休闲健身的场
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双汇广场
的主席台都曾是漯河的标记。

南广场——曾经的漯河地标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近日，我省艺
术摄影学会第五届“十杰摄影师”评选工
作结束。我市摄影人张雪莲上榜。

张雪莲现为省艺术摄影学会、省摄影
家协会会员。多年来，她的作品屡获全
国、全省大奖，作品《执勤》入选第十三
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并首次在中国摄影家协
会官网发表，作品《繁华古镇》入选山西

晋城全国摄影大展，作品《致敬老兵》获
得河南省第十八届艺术摄影展一等奖，作
品《绿码》《古桥》获得市艺术摄影学会年
度一等奖、二等奖。

据了解，何进文、胡伟、刘长春、牛
新胜、田勇军、王龙卿、袁晓科、张琮、
张雪莲、赵凤仙在此次活动中荣获“十杰
摄影师”称号。

我市张雪莲获省艺术摄影
第五届“十杰摄影师”称号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脉络、探
索饮食文化渊源、展示地方饮食特色，
本版开设《沙澧美食文化》栏目，讲述
沙澧饮食文化故事。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美食，
展示这些历经岁月洗涤而沉淀下来的宝
藏，探寻有关饮食文化的民间故事和传
说，反映百姓生活的浓浓烟火气；与美
食相关的非遗、老字号及老手艺，介绍

其不断传承的制作技艺以及源远流长的
饮食文化；古籍、地方史志、诗词、民
谣中记载的漯河美食，发现传统饮食中
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从与炊事、饮食
相关的漯河出土文物中探寻饮食文化信
息及饮食方式的演变。

稿件要求千字左右，文笔朴素自
然，侧重于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挖
掘，展现漯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画
家
左
国
顺
：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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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家
乡

《漯河港之晨》（油画） 《静静的小商河》（油画）《河道环卫》（油画）《美在漯河》（油画）

▲20世纪
80年代，南广
场举行的运动
会。（资料图
片）

现 存
的主席台。

本 报 记
者 郝河庆 摄

▲

汉服爱好者身着汉服，佩戴着各种饰品，成了公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