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楼前街与水楼前街一巷交叉口向西约10
米路南，垃圾桶破损。

泰山南路与湘江西路交叉口向南约90米路
东，临街门店装修施工遗留渣土未及时清理。

泰山南路与樟江西路交叉口向北约130米
路西，人行道上有设施残留物。

嘉陵江路与王屋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0米路
南，路面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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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8 月 25
日，“情暖沙澧”爱心公益联盟开展“金
秋助学”活动，对经开区邓襄镇李威的
女儿李易飞及另外三个困难家庭的孩子
进行帮扶。

李威家庭困难，有两个孩子。他们
家是村里的低保户。2015年，“情暖沙
澧”爱心公益联盟团队了解李威家的情
况后，决定对他们进行长期帮扶。今
年，李威的大女儿李易飞考上了大学，
但学费没有着落。该团队决定筹钱资助
李易飞上大学。连日来，“‘情暖沙澧’
爱心公益联盟”微信群里的志愿者共捐
赠了4650元善款。8月25日一大早，该
团队部分志愿者就带着4650元善款赶到

李威家。“这些善款都是大家凑的，全部
作为李易飞上学的费用。”该团队负责人
赵杰说。

郾城正骨医院的爱心人士李涛和
该团队志愿者何东贵现场又分别向李
易飞捐赠了 2000 元。“非常感谢你们
多年来对我和两个孩子的帮助！”李威
说。

李易飞说，她一定不会辜负爱心人
士的期望，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随后，该团队又带着米、面、食用
油、牛奶及善款，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黑龙潭镇土城王村李嘉熙、召陵区老
窝镇洼吕村吕登科、召陵区东城街道李
村于家祥家里慰问。

本报讯（记者 杨 光）第十二全国
杂技展演近日在沈阳拉开帷幕。由漯河市
杂技艺术中心创作的杂技作品《字说》将
亮相该展演。据了解，《字说》选自漯河
市杂技艺术中心创作的杂技连续剧《〈说
文解字〉随想》，目前排练接近尾声。全
体演职人员即将启程前往沈阳。

8月23日，在漯河市杂技艺术中心排
练厅，演员们一遍一遍地排练关键动作。
记者看到，舞台中央摆放着一个红色画
框，内有三根可以左右移动的竖杆。演员

们施展杂技爬杆技巧，在画框内分别组成
“说”“文”“解”“字”四个字。在舞台前
方，演员们跳着整齐的舞蹈，穿插各种高
难度杂技动作，配合完美。

《字说》导演董争臻特意从外地赶回
来，对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指导。“这是一
个杂技节目。演员们需要用高难度的杂技
动作展示汉字的形成过程，并展现出美
感。”董争臻说，《字说》时长7分多钟，
有 22名演员参与。为了让场景更加丰
富，演员们各个动作很紧凑，组成每个字

都需要很灵动。经过演员们近一个月的排
练，目前节目趋于完善。

董争臻告诉记者，他们对《字说》进
行了重新编排，换了一些动作，还重新选
择了演员，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将《说文解
字》的深刻内涵用杂技语言展现出来，让
观众耳目一新。

董争臻是我国著名杂技编剧和导演，
在杂技剧界创造了多项第一。

2022年，董争臻来到漯河，用几个
月时间对许慎的生平和《说文解字》进行

了深入研究，决定突破传统，以“汉字文
化，杂技表达”为创作方向，将许慎坎坷
的身世作为故事主线，把杂技的新、难、
奇、绝、美与汉字文化相结合，确保剧情
跌宕起伏。

2023年12月，杂技连续剧《〈说文
解字〉随想》（第一集）在漯河试演，获
得巨大成功。该剧成为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河南省杂技家协会重点扶持的文
艺创作项目。

汉字文化 杂技表达

《字说》将亮相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我刚给市区商超送完货。无花果每

斤卖到8元。”8月21日，在召陵区青年
镇纺车刘村，正绿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建华
看着眼前丰收的无花果充满信心地告诉记
者，今年农场每亩无花果的产量有望达到
5000斤。

烈日下，记者跟随刘建华在郁郁葱葱
的无花果树间穿梭。一张张黄色的纸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这是物理防控的捕虫
板，能有效捕捉各类害虫。”刘建华告诉
记者，他们为农场的果树施红糖和酵素调
配的液态有机肥。田间的各类害虫被青
蛙、捕虫板、捕虫灯等捕捉或杀死。

“现在，很多人抱怨有的农产品外观
看起来漂亮，吃起来却完全没有以前的味
道。”刘建华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农药和
化肥残留造成的负面效应。

怎样改善？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
刘建华探索出一套独特的生态管理模式：
先让田间杂草疯狂生长，利用杂草吸收土
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然后定期对杂草
进行清除。

连续几年冬施农家肥、冲施液态有

机肥，刘建华的家庭农场在激活地下微
生物的同时，也让果园地下的蚯蚓大量
繁殖。

“蚯蚓粪便是一种有机肥。经蚯蚓
粪便改良的土壤吸水性、保水性、透气
性都很强。”刘建华告诉记者，如今，
蚯蚓粪便已成为农场增收的一个重要法
宝。

刘建华随机摘下一个成熟的无花
果，利用仪器测起了含糖量。“这个无花
果的含糖量高。”他说。记者看到，仪器
显示的数字为23.5。

记者注意到，这个占地100多亩的家
庭农场里还种植了葡萄、蟠桃、大樱桃、
苹果等二十多种水果。“早熟、中熟、晚
熟的品种都有，实现了错时成熟，有效延
长了鲜果供应时间。”刘建华告诉记者，
这得益于“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让农场
每亩地有了可观收益。

生态种植结出致富果

刘建华在打理无花果树。

爱心团队捐资助学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为展示我市暑期公益晨读活动
成果，推动“书香漯河”建
设，8月 25日，2024年“豫
出彩·一起来读书”暑期系列
活动展演在市博物馆举行。该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图书
馆、河南省朗诵协会漯河分会
承办。

活动现场，来自各暑期公
益晨读点的学生和志愿者进行
了展演。他们通过声情并茂的
朗诵，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
对青春的歌颂。初一学生齐梓
彤朗诵《青春中国》，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她告诉
记者：“通过暑期公益晨读活
动，我感受到了经典的魅力。”

活动还对各暑期公益晨读
点涌现出的37名优秀领读人
和24名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
彰。

7月1日起，我市各暑期
公益晨读点陆续启动晨读活
动，目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活
动千余场次，惠及2万多人。
据了解，公益晨读点大多设在
沙澧河风景区、广场等环境优
美、群众方便的地方，最大限
度满足群众阅读需求，真正把
公共文化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
口。

“暑期公益晨读活动在我
市已连续举办多年，有力助推
了‘书香漯河’建设。”市委
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崔杰斌表
示。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连日来，为落实市委市政

府周交办会议交办的“全面清理
枯树、枯枝、断枝，确保道路畅
通、环境整洁”工作，市园林绿
化养护中心开展专项行动，对
市区道路两侧的枯树、枯枝、
断枝进行清理。8 月 22 日，记
者针对此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了采访。

当日，在泰山路北段，记者
看到一辆园林高空作业车停在路
边。园林工人站在车上，头戴安
全帽，手持工具，对树木枯枝进
行修剪。在高空作业车附近，一
辆小货车上装满了剪掉的树枝。

随后，记者在交通路、淞江
路等道路上看到了相同的景象。

“对修剪产生的树枝、树叶等，我
们做到‘随剪随清’。枯树被清理
后，我们会在适宜季节补植同品
种树木。”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确保枯树、枯
枝、断枝“应清尽清”，市园林绿
化养护中心组织人员对管辖范围
内的所有树木进行摸排检查，对
发现的枯树、枯枝、断枝情况进
行登记，建立问题台账，组织园
林工人修剪、清理。

截至目前，市园林绿化养护
中心共清理枯枝、断枝60余处，
枯树30余棵。下一步，该中心将
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养护
力度，为市民营造良好的绿化环
境和安全的出行环境。

“豫出彩·一起来读书”
暑期系列活动展演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郭勇睿） 8 月 23
日，在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
技术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博物馆协会
公布了第五批国家二、三级博物馆评定
结果。我市两家博物馆晋级国家二级博
物馆，分别是市博物馆和德泽陶瓷博物
馆。

位于西城区月湾湖东路与九龙山
路交叉口的市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2021 年 5 月 19 日正式开
馆。开馆以来，市博物馆每年接待群
众近20万人次，每年举办各类社会教
育活动80余场次，是河南省博物馆学

会常务理事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普
及示范基地、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漯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位于泰山路北段的德泽陶瓷博物
馆，建筑面积1500余平方米，2012年
11月29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是河南省
文物局批准成立的我市第一家非国有博
物馆，现为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会员单
位、漯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漯河市
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据悉，我市现有备案博物馆14家，
其中国家二级博物馆2家、国家三级博
物馆2家。

清理枯树枯枝断枝
确保市民安全出行

从 2020 年开始，舞阳县莲花镇大赵村用好暑期返乡大学
生资源，组织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干部参与，连续5年举
办暑假经典诵读活动。图为8月24日，孩子们在诵读古诗词。

杨红召 摄

8月23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居委组织辖区未成年人及家长到市科技
馆开展“暑期畅游科技馆 科学魅力润童心”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8月23日，西城区新城办月湾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社区书法家，开展移
风易俗主题书法活动。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我市两家博物馆
晋级国家二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