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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联合会培训班
学员走进登封

本报讯 近日，“中国慈善联合会
人才培养基地”郑州项目观摩点授牌
仪式，在嵩山德善书院道德大讲堂举
行。当天，“中国慈善联合会人才培养
基地”首期学员观摩了“关爱孤儿和留
守儿童两个一工程”“守护天使困难家
庭儿童帮扶慈善项目”“磨心励志困难
家庭儿童夏令营慈善项目”等品牌慈善
项目，详细了解了学校慈善文化建设成
果，感受了学校“德善”文化。学员们还
分别体验了该校“禅修”“八段锦”“书
法”“防身术”等特色项目。
登封时报 胡建邦 李剑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考察团到登封调研

本报讯 近日，中国小额贷款公司
协会、省融资担保业协会考察团到登
封市调研小额贷款的发展情况。在企
业实地参观考察后，考察团对该市小
额贷款发展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8年12月，河南省正式开展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2009年，登封
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成立。至
今，登封市已有 3家小贷公司为该市
小微企业、“三农”提供着很大资金支
持，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目
前，登封三家小贷公司共累计发放贷
款 27个亿，覆盖 4300多户家庭，在支
持就业、扶持创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登封时报 高鹏敏

宣化镇七里庙村举行
“城乡儿童手拉手”活动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妇联、登封市
总工会联合登封市宣化镇七里庙村两
委及驻村扶贫工作队开展“城乡儿童
手拉手”活动，为七里庙村的孩子们带
去了水彩笔、书包等礼物。活动现场，
来自登封市区舞蹈培训中心及艺术学
校的孩子们为乡村的孩子带去了精彩
的文艺演出，并进行了现场互动。据
悉，当天共发放书包230个。
登封时报 高鹏敏 胡建邦

登封市防疫站
夯实健康脱贫基础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防疫站牵头
联系东华镇驻券门村帮扶领导、券门
村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券门村两委负
责人等相关负责人组织召开“券门村
慢性病危险因素综合干预工作”协调
会，具体安排调查干预实施工作。登
封市防疫站现已制订出《东华镇券门
村慢性病危险因素综合干预实施方
案》，为登封市脱贫攻坚夯实健康基
础。券门村慢性病危险因素综合调查
干预工作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
调查摸底为重点，第二、三阶段以改善
健康环境和高危险、患病人群分类管
理为重点。目前，登封市防疫站已抽
调 6名专业技术骨干组成技术组，入
村开展调查摸底工作。记者 袁建龙
登封时报 高鹏敏 通讯员 吴晓辉

本报讯 6月1日，登封市召开大禹故
里故都考察座谈会，邀请省社科院历史与
考古所专家对该市申报大禹故里故都工
作进行考察。

史料记载，登封市是古时禹都阳城所
在地，也是全国大禹遗迹最为丰富和集中
的县域，现有的王城岗遗址、启母阙、太室

阙、少室阙等 50余处文化古迹都流传有
大禹传说。2008年，登封市又被命名为中
国大禹文化之乡，其后又举办了5次大禹
文化研究会，登封市是大禹故里故都已成
为学术界的重要共识。

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对登封市“大
禹故里故都”的称号表示认同，省社科院

历史与考古所副所长唐金培等人就大禹
故里故都考察和研究认定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建议。随后，登封市文化界相关工作
人员进行了座谈。

当天下午，与会专家对大禹故里祖家
庄、启母阙、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进行了
实地考察。 登封时报 高鹏敏

本报讯 5月27日，2018CCTV全国少
儿才艺大赛登封赛区正式启动。登封市

文艺界知名人士出席仪式并现场点亮启
动球。启动现场，涵盖武术、歌曲、舞蹈等

10余个节目吸引众多观众观看。
2018CCTV全国少儿才艺大赛由中央

电视台主办，旨在充分发掘少儿艺术的多
样性，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示少年儿童
艺术作品及人才与时俱进、蓬勃向上的精
神风貌，建立一个融合艺术交流、培训、展
演、竞技的综合性活动平台。

此次大赛登封赛区组委会邀请诸多
登封文艺界知名人士担任评委和艺术指
导，并于当天下午在登封赛区精舞门中凯
校区进行了十强选拔赛。

据悉，本着育人、推新、公平、公开、公
正、分享、体验的选拔原则，登封赛区将通
过海选、复赛、决赛，选拔前 50名选手进
入省级比赛。为让参赛者都能得到充分
的才艺展示机会，此次参赛节目涵盖舞蹈
类、乐器类、语言类、特技类等。赛事总决
赛将于7月30日至8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
录音棚进行。 登封时报 胡建邦 高鹏敏

剧团建起来了，《打金枝》《桃花庵》《铡
赵王》等一出出古装戏也排了出来……既
是团长、导演，又是主演、主弦的何中奇，
做起外联找演出台口。“第一个台口是五
花坪村，留守在家的只有一老一病一少三
口人。”演员们都在说四十几号人要不要

给三口人演戏时，何中奇却说，“唱的是文
化，一个观众也要演！”

不曾想这场唱在山尖尖上的戏，却一
下子名传百里。剧团很快就唱出河南，过
黄河入三晋……一路演出、一路好评、一
路壮大，游走在晋豫两省山乡的何家班，

唱响了一个又一个山窝儿，唱亲了一方又
一方百姓。

剧团有名气，何中奇更看重的却是戏
曲文化的传承。不少家长专程把孩子送
进剧团学习，过黄河进山西时，剧团已达
90多人，演员平均年龄在17岁。

大禹故里故都考察座谈会在登封召开

登封是大禹故里故都已成学术界重要共识

2018央视全国少儿才艺大赛登封赛区启动

64岁的他,是坚守戏曲的“发烧友”

何中奇是地地道道的登封人。辗转豫、晋两省，64岁的他与戏曲打了
53年交道。现今他已是登封市曲剧家协会主席，又将戏曲文化融进餐饮
业，戏曲圈儿里的人都称他是爱戏如命。 登封时报 高鹏敏 胡建邦

何中奇爱戏，与幼时跟着父亲蹭戏串
场子的经历分不开。每到戏场，演员们这
个教他唱戏词，那个哄他拉弦子，不知不
觉间扎下了艺术功底儿。1965年，何中奇
参加校文艺宣传队，学二胡、吹笛子、拉板
胡。此后，尽管他干过宣传队长、音乐教
师，却从未放弃对戏曲的热爱……

1978年，豫剧名家任安华邀请何中奇
到省城观看刚开放的古装剧《红灯照》，激
发了他登台演戏的想法。通过与名师交

流，何中奇开始发动组织戏迷爱好者及老
艺人排戏。“白天干活，晚上排戏。场地是
借一农户家稍宽敞的牛棚，排戏时把牛牵
出去，排完再牵回来。苦了老牛每晚进进
出出。”1979年的整个冬天，这群人在牛棚
里吹拉弹唱创建了一个戏班子，并排出了
戏班的首部戏，于来年春天在登封赵村进
行了首演。而这个戏班就是曾登上《中国
豫剧大辞典》的登封县青年豫剧团，前身
为登封百花剧团。

1983 年，剧团完成最后一场演出
后，宣布解散。“剧团散了，可心里憋着
一口气，脑子里藏着一个梦，就是为重
圆自己戏曲艺术梦想努力。”2000年，
何中奇创办登封首家戏曲茶楼；2002年

又创办登封首家戏曲调教中心，免费培
养戏曲新人。2006年，他涉足餐饮业，
成立酒店艺术团，既配合经营宣传企业
文化，也担当着戏曲文化的社会推广义
务。“虽然重建剧团重回舞台的梦想还

没实现，但成立了酒店艺术团，仍是一
高兴就唱起来。”现在的何中奇，俨然
忘了自己是个离开舞台多年的人，那忘
情的唱曲架势，倒像是又回到了当年的
舞台。

文化传承，唱响豫晋两省

守望梨园，坚守戏曲的“发烧友”

痴迷梨园，牛棚里组戏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