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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保护名录发布，根据登封历史建筑普査结果，
登封4处建筑被列为第一批历史建筑，分别
为：嵩阳办文明巷 29号传统民居、西南街
传统民居、南关街四合院、刘胡同传统民居。

4处建筑均在嵩阳办事处区域内，其
中嵩阳办文明巷 29号传统民居、西南街

传统民居和刘胡同传统民居都建于民国
时期（1911~1949年），南关街四合院建于
1949~1979年。

据悉，此批公布的历史建筑以“保护+
利用”为主，与历史文物不同，历史建筑侧
重于社会性和再利用，让这些历史建筑
“活”起来，发挥经济价值，在利用中保护，

恢复近现代建筑的活力。
历史建筑应加强保护利用，严禁随意

拆除和破坏。登封市要求各单位要严格
落实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措施，认真做好历
史建筑保护管理各项工作，促进历史建筑
的保护永续利用，充分彰显登封市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本报讯 自“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启
动以来，登封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充分
发挥街面巡逻优势，在市区重点部位开
展巡逻盘查工作。在民警及辅警们的缜
密排查下，仅在 12月 15日一天就抓获 2
名网上逃犯、打掉 1个盗窃团伙，为广大
人民群众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12月 15日 12时 25分，巡特警大队
民警在客运总站盘查时，发现陈某因贩
卖毒品被江西省永新县公安局缉毒大队
上网追逃，民警遂将其抓获。无巧不成
书，当日 16时 58分，另一组民警在市区

一棋牌室盘查时，发现其中一人王某因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被兰考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上网追逃，民警立即
将其抓获。

12月15日15时，巡特警大队民警李
响在巡逻中接 110指令：登封某医院有
人手机被盗。民警李响及辅警们迅速
赶到现场，经向报案人了解得知，其两
点多的时候在该医院停车场，下车之前
手机还在身上，进到医院内部后手机就
不见踪影。民警立即调取了停车场的监
控，发现受害人在下车后就被3名男子尾

随，随后就将手伸进受害人的口袋将手
机盗走。

民警立即联系了视频监控中心，经
追踪3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发现3人在
盗窃得手后就离开医院，随后乘坐出租
车来到马庄水库附近。民警们随即赶到
该水库附近查找嫌疑人，最后在一饭店
外将其中2人控制，据2人交代，还有3名
同伙在饭店内吃饭，民警当机立断，在饭
店内将其余 3人抓获。目前，5名嫌疑人
已移交嵩阳路派出所处理。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钟莹莹

登封市直一幼
举办新时代教师师德培训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直一幼全体教
师在园长席颖霞的带领下进行了“涵养
高尚师德 激发教育理想”新时代教师师
德培训。活动中,园长席颖霞为大家解
读了师德培训的精神，随后，席颖霞又为
全体教师分享了河师大马克思学院书记
蒋占峰老师主讲的“新时代加强师德建
设研究”。通过本次培训的开展,全体教
师们的理想信念得到进一步坚定,师风
师德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通讯员 冯秋明

登封市直二幼
举行市级课题中期报告会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直二幼举行
2018年度市级课题《幼儿园艺术特色活
动在区域活动中渗透的研究》《绘本阅读
对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研究》和《小班数
学与本土资源有效融合的研究》中期汇
报论证会议，本次会议就三项立项课题
的进展进行了现场汇报报告会。园长
赵攀博从 3个维度对三项课题的中期
研究开展情况进行分析点评。通过本次
推进会，为幼儿园今后的课题研究理清
了的思路和方向。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范玉红

“道法嵩山”五人
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展出

本报讯 12月 16日，由太行人民抗
战研究院、家风家国基层党建助力宣讲
团举行的中国集结号家风家国党建助力
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当天，“道法嵩
山”陈金平、唐中有、薛铁锋、赵洪涛、侯
顺利第六届中国画作品展在现场展出，
计展出38幅精品，题材有人物、山水，花
鸟，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这次画展是登
封市画家在首都北京举办展览规格最高
的一次文化活动,也是该市画家走出登
封、走出河南的重要标志。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嵩山民俗专家梁海潮逝世

本报讯 12月13日，登封市民俗专家
梁海潮带着对嵩山民俗无限的挚爱，倒
在了他热爱的事业上。几天以来，社会各
界以500余首（篇）诗歌、散文怀念他。

梁海潮担任该市文化馆馆长期间，
先后有 200余项非遗项目得到了省、郑
州市和登封市级的保护，为非遗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本人自 1991
年开始进行民俗文化研究，把汉服、世界
非遗二十四节气、独轮车、马车婚礼等融
入嵩山婚俗中，出版《嵩山婚俗》一书，该
书把嵩山的重要历史、民俗、礼仪伦理、
地域风情融为一体，是宝贵的民俗遗产
和中原婚俗的活化石。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登封4处建筑入列郑州首批历史建筑

■工匠精神

历时4年，遍访民间
创作嵩山特色婚俗礼仪银饰
登封市大金店镇秦天禄以独特的制作技艺丰富嵩山银饰内涵

登封特警好样的！

2名网上逃犯、1个盗窃团伙一天内被抓获

“嵩山脚下银匠中，口吹千年
银焊灯。艺名笑一秦天禄，紫云祥
银掌门庭。炉火纯青银匠炉，善做
虎头手艺精……”嵩山一带流传着
这样的打油诗，主人公正是出生在
登封市大金店镇的秦天禄。1981
年，17岁的他跟随师父学习打银，
开始了传统手工银器制作之路。
自1986年至今，他已培养出民间
手工银匠40余人。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胡建邦 文/图

白菜为眉，日月为目，梅花为耳，金鱼
为鼻……秦天禄的众多作品中，活灵活现
的嵩山虎头尤为得意之作。

嵩山一带自古就有新娘下轿搦虎头
的婚俗文化。秦天禄跟随师父学打银时，
制作的就有传统手搦虎头，而激发他创新
研制嵩山虎头的想法却源于顾客的随口
一提。“她随口提了句虎头为啥不能佩戴，
我就上了心。”自 2012年开始，秦天禄悉
心研究嵩山婚俗文化。他了解到嵩山婚
俗“滚磨成亲”的传说流传于唐庄磨沟村
一带，便凌晨 4点骑电车到磨沟走访，在
老村长的指引下，探寻山体夹层内天然形

成的有凸凹纹理的磨扇石，他拜山民为
师，听“滚磨成亲”的古老传说。历时4年
的民间走访，秦天禄在 2016年创作出了
一系列具有嵩山文化特色的婚俗礼仪银
器饰品。

现今，银饰制作技艺被列入登封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天禄作为第五代
技艺传承人，不断挖掘嵩山文化，用独特
的制作技艺丰富嵩山银饰内涵，他以“紫
云祥银匠炉”为传习基地，举办技艺培训
班，已系统培训学员 50余人。他说：“技
艺需要更多的匠人来传承，弘扬嵩山地区
传统银饰文化。”

银器制作技艺要经过开片、撵银条、
淬火、拉丝、焊接等工序。说起能掌握全
部的制作技艺，秦天禄讲道：“打银技艺是
不外传的，起初就只能学习最基础的开
片工序，师父外出也是要锁内间门的。”
但日积月累，自己诚实守信、踏实肯干
的品格打动了师傅，分别获得了内间钥
匙和银匠铺的账本，“直到师父临终前，
又将祖传的铜板磨具交给我，并教授打
银配焊秘方”。

1985年，已掌握银器制作全部工序
的秦天禄开始继承师父产业，独自撑起
门面操持生意。在传承传统的银饰技艺
过程中，他不断融入周边其他少数民族
文化和加工技艺，保留了古老的铜走银、
银走金、炸珠、鎏金、掐丝、镂空、拉丝等
传统工艺。

挖掘嵩山文化，善做虎头手艺精

学习“打银”
在传承中创新

登封各界以 篇诗文悼念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