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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郑市古玩市
场自建成以来，吸引了省内
外诸多古玩收藏爱好者。4
月 12日第六届全国古玩交
流大会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商家聚集到新郑市进
行交易，前来淘宝的市民
和收藏爱好者络绎不绝，
古玩市场成为收藏爱好者
探寻宝物、交流经验、增长
知识的好去处。

在位于市区北部子产
路与阁老路交叉口西北侧
的古玩一条街，来自省内外
的收藏家和爱好者比肩接
踵，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
相互取经，体验收藏文化的
厚实底蕴。

每次交易日，市场上都
会展出钱币、字画、木器、玉
器、瓷器等古玩杂项，500多
个流动摊点把市场摆得满
满的。来自湖北的卖家王
先生介绍，因为新郑地理位
置优越，历史底蕴深厚，来
此淘宝、捡漏儿的人非常
多，古玩市场也日益红火，
他每周来摆摊，都会有几千
块钱的收入。

2012年，新郑市开始兴
起民间收藏热，涌现出了一
批收藏玉器、古钱币、家具、
印章、瓷器、文房四宝等各
类收藏爱好者。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仅新郑市就有各
类古玩收藏爱好者近千人，
古玩店30余家，形成了有规
模的交易市场。

随着 2016年新郑市古
玩收藏爱好者自发组建收
藏协会，市场交流活动也
越来越规范，吸引了河
北、山东、安徽等省外及
许昌、南阳、洛阳等省内
的诸多古玩收藏爱好者。
目前，古玩市场内已有固定
商户 30多家，每周五前来
淘宝的近 2000人，年交易
额近千万。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本报讯 4月 13日下午，由中
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砚文化委员会指
导，黄帝故里管委会、根文创、豫
教研学等单位发起的河南省首届
研学实践暨“立足故里 立德树
人”校外教育研讨会在新郑举行。

会上，专家们围绕新郑厚重
历史、文化优势、区域发展、研学
旅行、校外教育等展开了研讨。
专家一致认为，新郑历史厚重、山
川壮美、人杰辈出、物产丰富、文
化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
孕育地，是炎黄子孙的根源地，这
些都可以为全国中小学生来新郑
开展研学旅行提供得天独厚的优
质资源。

专家建议新郑市要深刻理解

研学旅行“撬动经济发展，解决教
育问题”的深层意义，利用好新郑
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区位优势，
凝聚高层次人才参加研发《中原
研学第一课》，不断丰富其精神内
涵、实践亮点、体验精髓，形成辐
射周边，基层可推、一线可学、外
地可鉴的研学旅行精品课程，研
发好、推广好、实施好《中原研学
第一课》，让全省乃至全国的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学生、家长在
故里寻根新郑研学的过程中找
到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在行走
的课堂上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
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专家建议新郑市应抢抓机

遇，挖掘、整合、利用好新郑唯一
性优质资源，为全省乃至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提供便利条件，
打好文化牌、打好研学牌。在营
造国家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打造融文
化教育、健康养生、文旅、文贸、文
创等为一体的黄帝（轩辕）文化产
业园，服务好新郑经济社会发展
的同时，服务好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为中原更加出彩添彩。

在研讨会上还举行了黄帝文
化 IP非遗文创产品展示。设计师
将新郑黄帝故里特有的建筑、文
物、文化符号等巧妙地结合，设计
出新颖的文创产品。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百万学子故里寻根研学启航仪式
在新郑黄帝故里举行

河南省首届研学实践教育研讨会
在新郑举行

本报讯 4月 14日，新郑
市具茨山白龙沟高亢的唢
呐声吸引了四乡八村的观
众和游客。由新郑市委宣
传部、新郑市文联等单位主
办的“花开具茨”新郑市首
届唢呐大赛在这里举办，来
自新郑市的 12支唢呐队伍
会聚在白龙沟，同台竞技，
比拼高低。铿锵和谐的乐
曲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的新
风貌，高亢悦耳的唢呐传递
出现代农民的新喜悦。

大赛通过当场打分、现
场亮分、当即公布名次的办
法，确保了公平、公正、公
开，受到参赛人员和在场
观众一致认可。经过激烈
角逐，来自和庄镇的樊根生
技压群雄，获得本次大赛
一等奖。

参加本次大赛的共有
12支代表队，他们当中既有
经验丰富的老将，又有初出
茅庐的新人，还有巾帼不让
须眉的女汉子。赛场上，他
们个个都拿出了看家的本
领，合着笙、梆子，旋律时缓
时急，或抑或扬。《一枝花》
《打枣》《百鸟朝凤》《正月十
五闹雪灯》《朝阳沟》……一
首首经典的唢呐名曲让观
众们陶醉其中，过足了唢呐

瘾。各参赛队伍精湛的技
艺和良好的台风受到观众
和评委的好评，整场比赛精
彩纷呈、高潮迭起，赛出了
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
友谊。

据评委张海萍介绍，这
次参加比赛的唢呐队伍全部
来自各乡镇的民间高手。比
赛时，全部采用原生态，不准
使用伴奏带，不得使用电声
乐器，这样才能突出唢呐独
有的音乐特色。

“本次大赛虽然都是民
间表演队伍，但是参赛者的
演奏却有很深的造诣，最让
人高兴的是参赛者以年轻
人居多，这就给我们在传承
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新郑市文联主席岳建华认
为，举办这种比赛，本身就
是一种很好的交流和传承，
能够吸引更多爱好者来学
习、传承唢呐。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第六届全国古玩交流大会举行

新郑市首届唢呐大赛奏响具茨山
本报讯 4月13日上午，中

原研学第一课《弘扬黄帝文化
传承中华文明》百万学子故里寻
根研学启航仪式在新郑黄帝故
里举行。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仪式上，郑州市拜祖大典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董建山发
表了致辞和祝福，河南省人民
政府参事郑泰森宣读了拜文，
百万学子故里寻根研学启航
组委会发布了启航令，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
刘红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唐本高、河南美伦
堂黄石砚工艺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云峰、河南仰韶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新安向
新郑中小学生捐赠了 200方
学生砚台。

启航仪式之后，师生们集
体参加了拜祖仪式，参观了黄
帝故里，穿越五千年历史，亲
近黄帝精神，了解中华人文始
祖黄帝生平大略，熟知同根同
祖的血脉亲情，领会古代文
明；与百余名非遗传人亲密接
触，亲身感受了中国非遗的博
大精深与传承的重要；在百家
姓广场接受了根亲文化教育，
聆听了中华孝贤故事，共同思
考“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为

什么说百善孝为先”“我们在
新时代的使命是什么”“数典
不忘祖，落叶要归根”等问
题。弘扬祖德、叶落归根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让学生
懂得了姓氏是社会人的群体
性符号，姓氏所赋予的文化意
义，并深深感受到寻根谒祖恳
亲是中华儿女凝聚和寄托情
感的方式，也是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创
造美好未来的原动力。

此次由新郑市黄帝故里
景区管委会、河南根文创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河南豫教研学
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发
起的中原研学第一课《弘扬黄
帝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系列研
学活动，旨在引导中小学生亲
历华夏源头、感知优秀传统、
了解古代礼仪、探寻姓氏起
源、继承孝贤文化、弘扬黄帝
精神、传承中华文明，并通过
研学旅行，立德树人，从故里
启航，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
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