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平花园小区5号楼1单元楼前，废品、杂
物等乱堆乱放。

黄河路与香山路交叉口，4个方向的交通信
号灯都不亮。

香山路与漓江路交叉口向南约120米至210
米路西，路灯不亮。

长江路与翠华山路交叉口，4个方向的交
通信号灯都不亮。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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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7月12日晚，西城区市民

之家南门广场灯火璀璨、人潮
涌动。漯河市首届非遗展演年
活动七月第二场展演在此拉开
帷幕。演出以“童真非遗”为
主题，将我市两个极具代表性
的非遗项目——唢呐咔戏与木
偶戏搬上舞台，以童趣化演绎
展现传统艺术的魅力。

曹锦豪手持唢呐，以豫剧
《大登殿》选段开场。唢呐声
时而如金石铿锵，时而似流水
潺潺。曹锦豪的高超技巧令人
啧啧称奇。随后，庞思杰带来
了豫剧《卷席筒》选段，用唢
呐模拟人声，表现小仓娃的机
灵与委屈，让观众惊讶得睁大
了双眼。曹锦豪、庞思杰合奏
的豫剧《朝阳沟》选段，以明
快的节奏和默契的配合，将青
年男女的朝气蓬勃演绎得淋漓
尽致，仿佛有一男一女两名演
员在唱戏。

“我是第一次看唢呐咔
戏，没想到这么神奇。演员用
一支唢呐、一个小碗就能模拟

人的腔调，真的让人大开眼
界！”市民曹先生称赞不已。

幕布拉开，一束暖光下，
召陵区召陵镇齐庄村木偶戏剧
团六位老艺人的表演让观众领
略了木偶戏的神奇。线绳在幕
后翻飞，木偶在台前传情。小
小木偶在艺人手中仿佛活了一
样，眉眼间皆是人情冷暖。台
下观众聚精会神，生怕错过了
精彩瞬间。老艺人操纵着木
偶，汗水浸透了衣衫也浑然不
觉。

现场千余名观众把舞台围
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被
木偶戏所吸引。“漯河还有表
演木偶戏的？之前我没有听说
过，今天是第一次见。这些传
统艺术实在是太稀罕了！”观
众李女士告诉记者，“带孩子
来看非遗表演，就是想让他知
道，我们的传统艺术是多么值
得骄傲。”

这场“童真非遗”展演充
分展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吸
引了众多孩童的目光，为漯河
非遗保护写下生动注脚——当

古老技艺与纯真的童心相遇，
文化的传承便不再是单向的传
递，而是一场双向奔赴。整场

演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
帷幕。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市将持续举办这样的

活动，让非遗走进群众生活，
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
生。

召陵区召陵镇齐庄村木偶戏剧团六位老艺人带来的木偶戏观者如云。

唢呐咔戏与木偶戏

童趣化演绎展现传统艺术活力

■文/图 本报记者 张 赢
7月6日，南京传媒学院的

14名师生抵达漯河，开启“烟
火寻味 文脉漯城”实践之旅。

设计T恤致敬漯河

“出发前一周，我开始搜集
有关漯河的资料。在和擅长图文
设计的同学反复研究后，我们确
定了这款T恤的设计方案。”7月
7日，在许慎文化园，带队学生
李昊霖指着身上的衣服说。

当天，南京传媒学院师生穿
的白色T恤上，印着许慎文化

园、双汇总部大厦等漯河地标性
建筑图案和许慎的卡通形象，表
达对漯河的敬意。

刚下高铁，漯河人的热情给
了师生们一个惊喜。

“打车时，司机主动帮我们
搬行李。在车上，他介绍了漯河
的景点和美食。斑马线前，他礼
让行人。这些细节让我们感觉特
别温暖。”李昊霖笑着说。

感受文化品尝美食

7月7日，南京传媒学院的
师生们参观了许慎文化园、双汇

工业园等。
在许慎文化园，学子们沿着

汉字大道了解汉字从甲骨文到简
体字的演变轨迹。“漯河礼物”
文创店里的“说文解字”主题书
签、汉字拼图等产品，吸引了学
子们的目光。双汇工业园的现代
化生产线，彻底刷新了学子们对
漯河食品产业的认知。

自动化包装线有序作业、冷
链系统高效运转……一名学子
说：“以前我只在超市看到过双
汇的产品，今天才知道产品背后
有这么先进的生产设备。漯河规
模庞大的食品产业值得被更多人

看见。”
在贾湖遗址博物馆，历史悠

久的骨笛、纹饰精美的陶器让来
自山西大同的学生刘晓萱惊叹不
已：“我早就听闻河南是文化大
省，这次亲眼见到贾湖遗址出土
的文物，才真正感受到先民们的
智慧。这是课本里学不到的知
识。”

在中国食品名城品牌馆，工
作人员不仅详细介绍了漯河食品
工业的发展历程，还为师生们准
备了满满一大袋漯河特产——南
街村的豆干、卫龙的辣条、三剑
客的酸奶……

“捧着这些零食，感觉像在
超市一样。”来自江苏南通的大
一学生姜安琪笑着说，“漯河不
仅人热情，还有这么多美食，光
这些特产就够我们拍一部‘舌尖
上的漯河’短片了。”

7月8日，漯河日报社相关
负责人与14名师生举行座谈交
流会。双方围绕媒体融合发展、
城市文化传播、内容创新生产等
进行了深入探讨。

用镜头记录市井生活

7月9日，南京传媒学院的
师生们专程赶到舞阳县北舞渡
镇。胡辣汤的香气飘过街巷，学
生们端着相机蹲在胡辣汤店门
口，镜头里师傅们搅动汤锅的身
影与晨光交织，成了最生动的市
井生活画面。

“北舞渡的胡辣汤名不虚
传，汤香、料足、肉块大。”学
生齐梓涵喝了胡辣汤后说，“这
口鲜香里，藏着漯河人的实在。”

在漯河的几天时间，龙湖公

园的连片荷叶、神州鸟园的百鸟
齐鸣、红枫广场的热闹景象，都
成了学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学子们在龙湖公园架起三脚
架，对着湖面的倒影拍摄。“漯
河的环境特别好。我们拍摄的很
多画面不用后期制作就能用。”
一名学生说。

学子们收获满满

7月11日，师生们结束了漯
河之旅，开始整理这几天拍摄的
素材。许慎文化园的汉字大道、
北舞渡胡辣汤的阵阵热气、龙湖
公园水面的粼粼波光、双汇生产
线的高效运转……一个个画面勾
起了师生们的回忆。

作为河南周口人，李昊霖对
漯河的初始印象是“高铁中转
站”。“以前我只知道漯河是交通
枢纽，从没想过这座城市有这么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次活动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漯河的独特
魅力。”李昊霖说。

这群年轻传媒人对漯河的认
知已被彻底刷新。李昊霖说：

“我们来的时候带着任务，走的
时候带着故事。”

师生们的这段旅程，既是高
校、报社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
一次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提
前一周设计的白色T恤，不仅承
载着回忆，还是深情厚谊的见
证。带队教师杨道琦表示：“漯
河 的 美 ， 在 于 它 的 ‘ 小 而
美’——既有许慎文化的厚重，
又有街头巷尾的温情。我们用镜
头记录了漯河，漯河也用它的文
化与热情，给我们上了最生动的
一课。”

象牙塔与烟火气的双向奔赴
——南京传媒学院学子来漯开展“三下乡”暑期实践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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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幸
福漯河少年梦”2025年公益电影
暑期放映活动于7月12日启动。
该活动将播放电影63场。

“幸福漯河少年梦”2025年
公益电影暑期放映活动放映的电
影，以中宣部推荐的优秀影片为
主，旨在充分发挥电影寓教于乐
的功能。该活动计划放映的影片
既有《中国蓝盔》《跨过鸭绿江》
《热血地雷战》《浴血突围》等主
旋律电影，又有青少年喜欢的动
画电影，包括《长安三万里》《姜
子牙》《头脑特工队2》《哪吒之魔

童降世》等。
据市人民会堂工作人员介绍，

电影放映时间为7月12日至8月
30日，周一至周五下午4：00放
映一场；7月19日至8月30日的
每周六、周日下午2：30、4：00
放映两场。放映地点为市人民会
堂后三楼放映厅 。除青少年
外，家长、教师等均可免费观
看，也可由学校或社会团体组
织观看。

据了解，我市已连续12年开
展“幸福漯河少年梦”公益电影
暑期放映活动。

“幸福漯河少年梦”公益电影暑期放映活动启动

63场电影免费看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7月
11日，2025年全国青年 （U18）
男子拳击锦标赛在辽宁省调兵山
市收官。市体校培养输送的5名
选手随河南队参赛，其中张芸赫
获得92公斤级银牌，张武杰、冯
庸、韩昕宇、张朝阁4名运动员
分别获得所在组别的第五名。

2025年全国青年 （U18） 男
子拳击锦标赛是高级别赛事，非
常考验选手的体能、技术和战术

素养。比赛中，我市培养输送的
选手展示了水平，取得了不俗的
战绩。张芸赫打得积极主动，一
路过关斩将，站上了决赛舞台。
决赛中，他面对强劲对手敢打敢
拼，战术执行坚决。然而，对手
技高一筹，张芸赫获得银牌。

张芸赫今年18岁，2022年入
选河南省拳击队，近年来在各级
别比赛中成绩不俗，逐渐成长为
我省拳击运动的一颗新星。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7月
12日，记者从市武术协会获悉，
我市代表队在2025年全国传统武
术公开赛（形意拳赛区）暨山西
省形意拳公开赛中取得1金6银的
好成绩。

2025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
（形意拳赛区）暨山西省形意拳公
开赛于6月28日至30日在山西省
永济市举行。比赛共设个人项目4
类、对练项目2类、集体项目2
类，总计8大类35项，吸引了9
个省 （区、市） 的 56支代表队

631名运动员参加。
代表我市参赛的漯河市心意

六合拳研究会代表队，由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意六合拳传承
人李洳波带队，共获得 7 枚奖
牌。其中，刘永丽摘得心意六合
拳项目金牌1枚、心意六合刀项
目银牌1枚，杨金生获心意六合
拳项目银牌1枚、心意六合刀项
目银牌1枚，谷建超获心意六合
拳项目银牌1枚、心意六合刀项
目银牌1枚，王广超获心意六合
拳项目银牌1枚。

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形意拳赛区）暨
山西省形意拳公开赛

我市代表队获1金6银

全国青年（U18）男子拳击锦标赛

我市培养输送的选手摘银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通 讯 员 田 靖

“真没想到，我这么快就
取回了丢失的手提袋，太感谢你

们了！”7月10日，拿到丢失的
手提袋，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胡
女士激动地说。

7月 10日傍晚，武汉铁路

公安处漯河站派出所值班民警
接到报警，两名火车站保洁员
在车站广场捡到一个红色纸制
手提袋。值班民警赶到现场
后，与保洁员一同察看，发现
袋内装有外籍身份证件、银行
卡、现金等物品。

考虑到失主可能是乘坐火车
的旅客，民警迅速联系火车站发

布失物招领信息，同时将情况反
映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民
警通过反馈了解到，马来西亚籍
游客胡女士刚刚报警称物品遗
失，其描述的物品特征与保洁员
捡到的手提袋高度吻合。

民警立刻联系了胡女士，告
知其可到派出所核对身份信息，
领取遗失物品。

当晚7点20分，胡女士在中
国同事的陪同下赶到武汉铁路公
安处漯河站派出所。核实身份、
清点物品无误后，民警将手提袋
及袋内物品悉数交还。

据胡女士介绍，她在成都旅
游结束后返回同事家中，在漯河
站出站时，因疏忽大意将随身携
带的手提袋遗落在广场上。

保洁员捡到手提袋 民警接力物归原主

7月11日，市军休中心邀请市中医院医护人员为军休干部讲解夏季
养生知识、进行健康检查。 本报记者 郝河庆 摄

7月11日，源汇新区双龙社居委举办“保护生态环境 践行绿色生
活方式”小课堂，引导少年儿童树立环保意识。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