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机缘巧合之下，李站营
因身体原因，与道教养生结下了不解
之缘，又结合自身的优势，研究道教
音乐，自幼练习的编钟和编磬，埙等
古乐器也在道教音乐中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2016年 9月，他成立天
中道乐团，成立之初，他和他的团队
利用5天时间策划并开展了首届嵩山
道教论坛—专场道教音乐会。

如今，李站营在组织乐团演出和
继续搜集道乐曲目之余，还积极研究
整理道教文化。4月 14日（农历三月

十八）中岳嵩山·华夏宗祠·丁酉年春
首届世界华人朝圣公祭大典在中岳
庙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华夏儿女两万
余人次参加和围观了公祭大典。本
次活动是由李站营和他的团队经过
近一年的研讨、搜集、策划和编排，融
入了古朴的道乐、礼乐和汉文化，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搜集老
一辈传下来的音乐和文化，并和同志
们一起把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传承下去。”李站营说。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他说，能
在政协舞台上参政议政是很有意
义的，不仅利国利民，而且有利于
培养一个人看长远、谋大势的思维
习惯。由于旅游市场的转变，为了
促进登封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提升市场美誉度，他建议可参照国

内杭州西湖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对
比登封自身的资源天赋，发现杭州
“还湖为民”的免费模式，极大地提
升了市场美誉度，在今年两会上，
他提案建议实行除少林景区之外
的嵩山及世界文化遗产和其他历
史建筑，免费对全民开放。

20年了，朱建平日复一日地用
脚步丈量着同一片土地，不厌其烦
地述说着同样的故事。“作为一名
旅游人，一名政协委员，我有义务
有信心更好地把登封旅游资源推
介出去，让更多的人想来登封旅
游。”朱建平坚定地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登封人，儿
时的朱建平经常可以看到旅游大
巴上的导游举着大喇叭向游客讲
解。1996年，学了 4年日语的朱建
平大学一毕业，就返回家乡，成了
登封国旅的一名导游讲解员，“刚
毕业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对登封
景区知之甚少，也没有具体的书
面教材，唯一的办法是跟老前辈

学习。”朱建平回忆起当年学习的
场景。

朱建平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
验，积累知识，把干巴巴的导游
词用自己的话绘声绘色地讲述
给游客，业务能力得到了快速提
高。2008年，由于工作需要，朱
建平被抽调到登封市旅游局宣
传科工作，在登封市规划旅游产

业的关键时刻，他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为前来做旅游规划的专家
学者全面细致地介绍登封的景
区情况。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让
他把登封的历史文化烂熟于心，
为更好地保存和传播登封的历
史文化，经过 3年的伏案疾书，于
2012年，一本 23余万字的《仰望
登封》出版。

扎根旅游传文化

立足本职惠全民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王建军深知自己身
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政协委员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要珍惜这份荣誉，切实履行
好这份责任。他积极参政议政，尽心尽力地
履行好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今年的登封两
会上，王建军的提案是建议给嵩山风景区旅
游线路安装路标编号牌。充实一线救援队伍

力量，扩大救援队伍的人员，配备更安全更高
效的专业救援装备，完善救援中各部门之间
的相互配合协作机制。在社会上加大和普及
对户外爱好者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的宣传和
培训，加强和宣传户外旅游的环保意识。增
强嵩山旅游区山顶的手机信号覆盖面，有利
于迷路或被困者及时和救援组织联络。

真诚奉献照旅途 传播文化为登封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登封市旅游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朱建平

嵩山山下，人们总能看到一个身影，他手
持话筒、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地为游客带路、
讲解。静默的古迹、神奇的景观在他有声有
色的讲述中，变成了一个个迷人的故事，一串
串动听的音符，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他
叫朱建平，从1996年开始在国旅做导游，
2008年到登封市旅游局工作，已有20年的
从业经历，扎实的业务水平，热情贴心的服
务，让他在游客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登封时报 胡建邦 李剑 文/图

义务救援感天地
生命盾牌热血铸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
登封市户外救援队队长 王建军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传统音乐文化
记登封市中岳庙天中道乐团

团长 李站营

皮肤黝黑、体格壮硕、声音浑
厚，这是王建军给人的第一印象。
“我们要将志愿服务精神融入到生
活中，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作
为登封市户外救援队队长的他，一
直这样要求着自己和他的队员们。
登封时报 胡建邦 文/图

一个公益组织的兴盛发展，与组织者的
能力和奉献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登封市户
外救援队的迅速发展，倾注着王建军的全部
心血。

“嵩山以其险峻秀美的身姿吸引了大
量游客和户外爱好者蜂拥而至，同时，游
客迷路，被困，以及摔伤事故逐年在增加，
救援难度也在逐年增加。”王建军说。
2007年因为少室山的一次驴友摔伤事故，
使王建军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认识到
了山地救援的重要性和专业性。2008年
就和登封其他户外登山爱好者商议共同
组建了登封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和登封
市户外救援队，2011年筹建了现在他经营

着的大鼎商务酒店和三丰户外装备等产
业，为户外协会和户外救援队提供有力的
支持与帮助。

9年来，王建军带领登封市户外救援队
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嵩山及周边各类救
援上百次，部分队员曾参与汶川大地震、玉
树地震救援。他还带领队员进社区、学校、
企事业单位，实地义务开展户外知识及安全
和户外环保的宣传普及。多年来，户外救援
队被连续评为慈善先进集体，感动登封十大
人物。个人被评为慈善先进个人。

在王建军的带领下，登封市登山户外救
援队遵循博爱、奉献的志愿精神，在各种危
险、灾难面前，竭尽所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可敬可赞的公益救援

真情为民的委员风采

在天地之中登封，有一处安宁祥
和之地，鼓乐齐鸣。在此地有一位年
轻道者，他手举木槌，端庄肃穆演奏
着道乐，随着他深沉浑厚的唱腔音
起，一曲独特仙境韵味的歌声，令人心
神安宁。他就是道乐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登封市中岳庙天中道乐团
团长李站营。登封时报 胡建邦 文/图

1988年，李站营出生在洛阳市一户
普通农家中。6岁时，在街上玩耍的他
听到了一曲动听的音乐，“我随着音乐声
找到了我的启蒙老师党老先生。党老
先生虽然是一位民间艺人，但是他在音
乐方面的造诣绝不亚于现在的很多大
学教授。”李站营回忆起小时候，“当时觉
得这个曲子真好听，也出于好奇，就想拜
师学艺。”那时候起，李站营就利用课余
时间去老师那里学习音乐知识及埙，唢

呐等古乐器的演奏。8岁就登台表演
《百鸟朝凤》并获得全国青少年器乐大赛
一等奖的好成绩。

之后，李站营考入郑州大学音乐
学院开始学习声乐，同时还学习西洋
乐器，在校期间成立摇滚乐队、民乐
队等。李站营天资聪颖，2008年与老
师共同成立名师艺术高考教育中心，
毕业后成立汉文化主题会所，研究整
理华夏礼乐。

自幼习练古埙 吹拉弹唱样样通

用心搜集材料 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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