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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2016年
文艺成果硕果累累

近日，登封市召开文学艺术界
2016年总结表彰暨第七届优秀文
艺成果奖颁奖大会。2016年登封
文学艺术界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一
年，全年举办各类文艺活动 30余
次，文艺比赛获国家、省、市各级奖
项近200人次。出版《登封民俗志》
等书籍10余部。

会议对两个特等奖（国家级奖
项）、128名优秀文艺成果奖、先进
文艺工作者、《嵩山风》佳作奖进行
了表彰。 登封时报 孙淑霞

构建嵩山大文化圈
嵩山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依托嵩山地域文化，构建嵩山
大文化圈。”1月 11日，在嵩山文化
研究会工作会议上，为嵩山文化未
来的发展，登封嵩山文化研究者各
抒己见，为登封文化旅游建设建言
献策。嵩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吕宏军说:“同时把嵩山文化与武则
天文化结合，并转化为文化产业，为
登封建设现代化文化旅游名城做出
应有的贡献。”
登封时报 刘俊苗

登封市直一幼举行
幼儿讲故事比赛

近日，登封市直一幼举行幼儿
讲故事比赛。56名选手声情并茂
地讲述了一个个感人又有趣的故
事，展示出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综合素质，整个比赛精彩纷呈。幼
儿讲故事比赛，充分展示了孩子们
健康活泼、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也
为幼儿提供了展现自我、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的舞台。
登封时报 胡建邦 通讯员 刘环英

教师成长档案
记录足迹承载智慧

1月9日，登封市直二幼举行教
师成长档案学习交流活动。一本本
教师成长档案，设计精美，内容翔实。
教师成长的足迹和职业幸福的历程清
晰可见，承载着每一位教师职业生涯
成长中的感悟和智慧。新学期，该园
将在全园范围内开展“成长档案制作
评比活动”，提升全体教职工的整体素
质，提高办园水平和教师专业素养，
记录教师成长的足迹。
登封时报 刘俊苗 通讯员 范玉红

阳光灿烂的周日，到了少室阙。少室阙
位于河南登封城西五公里少室山下，少室阙
为中岳汉三阙之一。汉三阙，又称东汉三
阙，是登封市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组成部分。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
刚来这里就被浓浓的汉代文化气息所吸引。
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汉风流韵千余年
大禹功耀少室阙

汉三阙组成它的每
一块石头与上面雕刻的
图画都被作为历史文化
研究的瑰宝，有石质“汉
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
筑的“活化石”，是中国
1961年3月公布的首批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阙上铭文叙述了大禹
在古时治理洪水时“三过

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
说唐尧时，洪水滔天，一片
汪洋，不知淹死了多少人
畜。禹继承父业治理洪
水，在今登封告成一带治
水，为了治水，大禹曾三过
家门而不入，他舍小家为
大家，公而忘私精神，如
今，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室阙是少室山庙
的神道阙，坐南朝北，在
一片果园内，本是一个应
该屹立于旷野之上以显
起雄伟的建筑，但为了很
好地保护它，少室阙被玻
璃大厅以罩之，隔玻璃墙
观之，得以见全貌。

啥是阙？文化专家
常松木解释说，它是通往
宫殿、祠庙这类建筑物的
象征性的大门。通俗地
说，少室阙就是少室山的
象征性大门。

该阙据《汉书·地理
志》载，少室山庙始建于汉

武帝时，安帝时又在庙前
建阙。其造型和结构与太
室阙相同。东西两阙相对
而立，正面朝北。正阙以
长方形石块垒砌而成，顶
部用巨石雕成四阿式；副
阙象征着围墙，顶部为半
个四阿顶。阙北面雕刻有
篆字“少室神道阙”题额，阙
南面的隶书题铭大部分都
已剥落，漫漶不可辨识。
阙壁有浮雕狐逐兔、赛马、
蹴鞠、兽斗、斗鸡、马戏、玄
鸟生高、四灵、羽人、双龙穿
璧、车马出行、铺首衔环及
山水等画像约70幅。

石质“汉书”汉风流韵千余年

“三过家门”大禹功耀少室阙

■暖冬行，登封很温暖

2016登封暖冬行持续升温，近日走进了登封
“最美家庭”和敬老院，让登封更温暖。

■文化登封

少室阙

少室阙风景

暖冬行走进“最美家庭”
近日，登封市妇联联合春镭婚纱摄影机

构走进登封“最美家庭”，开展送温暖活动，共
为登封市 201户家庭分别送去棉被及爱心全
家福各一套，并安装了最美家庭荣誉牌。据
了解，此次登封市“最美家庭”评选活动自
2016年 12月中旬开始，经过推荐、自荐等方
式，共评选出孝老爱亲、团结和睦、互敬互爱
的“最美家庭”201户。
登封时报 高鹏敏

“戏剧下乡”唱给老人听
1月8日，登封市文联、登封市民

协联合登封市长福曲剧演出有限公
司、登封市曲剧一团、登封市古纶酒
业等，到中岳办事处爱心公寓等老年
公寓送温暖和精彩演出。据了解，此
次活动分为送戏剧、赠茶叶送酒两
个板块，登封市民协副主席王巧红
表示，今后“戏剧下乡”机制将长期坚
持下去。 登封时报 孙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