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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向西10米路南，护
栏变形倒地。

东安街口消防栓损坏，路面积水。 解放南路与永康路交叉口附近，杂物乱堆。 龙江西路与漯李路交叉口向东约 150 米路
北，辅道路面塌陷。

■本报记者 杨 光
11 月 12 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主持人大赛第五期节目播出，12名选
手经过激烈比拼，最终6人顺利晋级。自
此，本届主持人大赛第一赛段比赛全部结
束，参赛的60名选手悉数亮相，并经首轮
淘汰产生30强。

记者了解到，成功晋级30强的选手之
一刘璇来自漯河，今年25岁。她曾经获得
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季军。在今
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主持人大赛选
拔赛中，刘璇通过线上视频选拔、线下面
试、初赛、复赛、全国120强赛、全国60
强赛的层层筛选，最终进入全国30强。

当晚的节目中，刘璇第八个出场。“我
是八号选手刘璇，今年25岁，现在就职于
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伴随着背景同
期声，刘璇一边走向舞台一边自信地向大
家作自我介绍。

在3分钟自我展示环节，刘璇以《乐
动中华》 栏目主持人的身份进行展示。
她先用古筝弹奏了经典曲目《茉莉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
璇，欢迎收看《乐动中华》……”刘璇讲
述了2022年元宵节宇航员王亚平在太空用
古筝弹奏《茉莉花》的故事，以及历史名
人典故。

在90秒的限时即兴考核环节，刘璇
大方地推介来自漯河的美食胡辣汤。“在
中国人的餐桌上，永远都有一道传家
菜。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家的传家
菜——胡辣汤。它出自我姥爷之手。”刘
璇说，每次在学校想念家乡的时候，都
会想到这一碗诱人的胡辣汤，里面有牛
肉片，有豆腐丝等，那种热腾腾、热辣
辣的感觉太爽了！

“今天我带来了一份刚出炉的胡辣汤，
让任鲁豫老师尝尝到底正不正宗。”在演讲

的最后，刘璇自信地用家乡话与评委任鲁
豫互动了一把，并得到了这位河南老乡的
回应。

当晚比赛结束后，刘璇凭借优异的表
现获得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以96.243分
的成绩晋级。

刘璇是土生土长的漯河姑娘，毕业于
漯河高中。她从小热爱文艺，跳舞、唱歌
样样出众，并且特别热衷于播音主持，渴
望成为一名媒体工作者。2016年，刘璇如
愿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
在校期间，刘璇不仅品学兼优，还充分发
挥特长，积极参与各项社团活动，任职礼
仪协会主席，还获得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推
免研究生资格。在2023年中国传媒大学的
毕业典礼上，刘璇与著名主持人，中国传
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绍刚共同担任
主持人。她的主持水平也在一次次历练中
不断提升。

漯河姑娘晋级央视主持人大赛30强
在央视舞台推介家乡胡辣汤

本报讯 （记 者 杨 光 通
讯员 何 鸣）近日，国家体育
总局发布《关于入选“2023中
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通
告》。我市沙澧河体育旅游景区
成功入选。

沙澧河体育旅游景区横穿
市区，是以都市休闲游为主题
特色的国家体育公园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目前，景区有足
球场7个、篮球场25个、羽毛
球场14个、门球场3个、乒乓
球台52个、健身场地25处、健
身器材600多件，还有心意六合
拳和八卦掌训练基地等，满足
了市民和游客锻炼的需求。近
年来，景区相继举办了环沙澧
河国际半程马拉松赛、河南省
龙舟公开赛、中原骑游节和沙
澧河国际徒步大会等大型赛事

活动。
沙澧河体育旅游景区涵盖

了厚重的航运文化、戏曲文化
和文字文化等，是集城市防
洪、生态保护、城市建设、文
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是中原地区独具魅力的滨水旅
游目的地，先后被评为国家水
利风景区、河南省风景名胜
区，并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

据了解，中国体育旅游精
品项目推介旨在通过打造一批
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体育旅
游精品景区、线路、赛事等，
促进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为扩大体育和旅游市场供
给、更好地满足体育和旅游需
求，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
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023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名单公布

我市沙澧河体育旅游景区入选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慧莹
“天青色，玛瑙釉。看着薄，摸着

厚。芝麻钉，釉裹足。体轻巧，内含
秀。香灰胎，蝉翼纹。晨星稀，润如
玉。很养眼，不刺目……”11月 4日上
午，在郾城区新店镇双楼徐村，记者见
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君子的徒弟徐大
磊。一见到记者，徐大磊就用这段朗朗
上口的顺口溜，表达了他对天青釉汝瓷
的喜爱之情。

在他家院子的一隅，一个以天然气为
燃料的烧瓷炉刚刚烧出一炉形态各异、润
泽如玉的汝瓷。这些汝瓷从1000摄氏度到
常温，在热胀冷缩的效应下，绽放清冽的

“开片”之声。徐大磊一边审视带有余温、
正在“开片”的一件件汝瓷，一边向记者
讲述他与汝瓷的故事。

“我出生于1973年，从 14岁开始学
习制作汝瓷，如今已经 36年了。”徐大
磊说，1987年，他师从于汝瓷烧制大师
王君子，离开家乡到平顶山市宝丰县清
凉寺君子汝瓷研究所正式学习汝瓷制作
工艺。

“学习的第一课是摔泥。摔泥既是个体
力活儿，又是个技术活儿。当时还没有机
械化设备，手工摔陶土泥后，再通过揉将
泥团中的空气挤压出来，使水分均匀分
布，从而变得光滑细腻。一个小时下来，
累得我满头大汗。”徐大磊告诉记者，上山
勘探矿石原料、运送矿石下山，再将矿石

原料磨成粉、洗泥、摔泥、揉泥……日复
一日的辛苦付出使他掌握了汝瓷制作的基
本技艺。后来，师父王君子开始向他传授
配釉、烧制的核心技术。

1998年，徐大磊成为王君子研发汝瓷
的得力助手。经过多年的潜心学习研究，
徐大磊掌握了汝瓷的制作工艺和烧制技
艺，得到了师父的认可。随后，他们开始

谋划破解汝瓷原矿釉的奥秘。经过长时间
的研究，他们成功研制出仿古汝瓷，成为
首批宝丰清凉寺原矿釉开拓者。

2017年，徐大磊回到家乡漯河，投资
百万元实施“造窑计划”。有了自己的烧制
平台，徐大磊开始把汝瓷的传承、发展提
上日程。

与很多优秀历史文化传承者一样，徐

大磊对守正创新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
为，汝瓷的传承不能脱离原本，要在

“守”的同时开拓创新。为此，他坚持走
“传承、创新、发展”之路，不断尝试
新品烧制，注册“磊明汝瓷”商标，推
出多样化的汝瓷产品。2023年，徐大磊
创新性地将陨石作为原料加入汝瓷的制
作中，研发出“陨石汝瓷”并申请专
利。

为了传承汝瓷文化，徐大磊开始培养
年轻人。“重视人才的培养，才能使汝瓷文
化的发展后继有人。”徐大磊说，目前，他
已经收了3名徒弟。

“非遗传承是我的梦想，也是师父的
心愿。”徐大磊告诉记者，他还有两个想
法，一是成立汝瓷工作室，让更多人能
够通过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汝瓷文化
的魅力，激发人们对汝瓷烧制技艺的学
习热情。二是借助贾湖文化 IP 的影响
力，打造出属于漯河的“贾湖”汝瓷品
牌，让汝瓷散发出时代魅力。对于未
来，徐大磊信心满满。

徐大磊：千年汝瓷 创新传承

徐大磊向记者展示他烧制的汝瓷。

■本报记者 郝河庆
11月 10日，“‘团’缘有

你·相约临颍”青年集体婚礼
在临颍县政府广场举行。当
天，12对新人在众人的见证下
喜结良缘。

当天上午 10 时许，在婚
礼现场，端庄秀丽的新娘们等
待着意中人；新郎们潇洒大
方，期待抱得美人归。吉时已

到，中式婚礼开始，先是传统
的大鼓、舞狮表演，接着是新
娘入场、新婿登场，然后是迎
新娘、入华堂、拜天地、交换
定情信物、夫妻对拜、合影等
活动流程。

此次青年集体婚礼由共青
团临颍县委联合县委宣传部、
县总工会、县妇联、县民政
局、县融媒体中心举办。

临颍县举办集体婚礼
12对新人喜结良缘

■本报记者 郝河庆
“当知道我的造血干细胞可

以挽救这个小男孩，拯救一个
家庭时，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
义。”11月12日，现服役于武
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的漯河籍
战士刘贺阳在电话中告诉记
者。几天前，在四川省人民医
院，刘贺阳捐献的200毫升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被第一时间用
于救治血液病患者。这份“生
命火种”用来挽救一名2岁重庆
男孩的生命。

刘贺阳是舞阳县人，是一
名“95后”武警战士，2019年
9月入伍。在部队的4年里，他
多次参加支队组织的各类比武
竞赛，且在巡逻执勤、抢险救
援等任务中表现突出，两次被
评为“四有”优秀士兵。2020
年，刘贺阳在一次无偿献血活
动中得知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
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立即
捐献了10毫升血样，成为中华
骨髓库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今年7月的一天，刘贺阳接

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四川省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
电话，告知他与重庆一名血液
病患儿初配成功。“接到这一通
知后，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
配型吻合率极低。”刘贺阳说，
从最初配型成功到高分辨检测
和体检，每完成一步，都是生
命的奇迹。

在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
刘贺阳在医院做了多次捐献前
身体检查，所有指标完全符合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条件。10月
30日，刘贺阳顺利完成二次配
型和捐献前体检等工作，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四川省
第683例、全国第16300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漯河籍战士为重庆患儿
捐献造血干细胞

今年6月底，刘璇在中国传媒大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时的照片。 受访者提供

12对新人在众人的见证下喜结良缘。 贾庆申 摄

11月12日晚8点，千架无人机在沙澧河交汇
处齐飞，为市民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无人机在夜空中“绘制”出说文解字、舞阳农民
画、心意六合拳、红枫大道、双河汇城等画面，
展现漯河之美。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