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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 13849115050
登封 13938274990
新郑 13525566346
荥阳 15515520081
中牟 15003836386
航空港 13140034566

航海路未来路 15617400882

花园路红专路 56621631
经 一 路 15237175580

惠济北大学城 13838173523

南 三 环 15238022358
凯 旋 门 13526442821

二七万达 15837166207

农业路文化路 13603716282

文化宫路伊河路 60100518

◆地址：博体路凯旋路交叉口郑州报业大厦 A 座 4楼东大厅
◆地址：棉纺路工人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锦绣小公馆·西座 612

声明公告出 租

融通农发郑州公司物流园位于郑
东新区郑开大道与东四环交会处
北侧，位置优越 ,价格优惠，现有九
万余 m2 空仓。 成先生 18638114499

仓
库
招
租

★郑州航空港区数智制造产业
协 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
10173MJ0B21185P） 社 会 团 体
法人登记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彤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91410102MA470AC719）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作 废 。

★ 编 号 N410892789， 姓 名 孙 博
浩，出生日期 2012 年 8 月 4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 编 号 N410892790， 姓 名 孙 博
涵，出生日期 2012 年 8 月 4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数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
0MA448HT45X）公章遗失作废。

★上蔡新农村医院公章（41282
50045314） 丢 失 ， 声 明 作 废 。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图）提及“横看成岭侧成
峰”，你会联想到哪种汉字
字体？蚕头燕尾、劲健飘
逸、雄浑恣肆，也都是这种
字体的典型特征。2月 15
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
院举办的“商都沙龙”，特邀
郑州美术馆馆长、郑州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罗鸣，为广大
观众带来“隶变：中国文字
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变
革”的互动沙龙，向观众讲
述“隶书”的前世今生、解
码“隶变”传奇。

活动现场，一幅幅先
秦时期的古隶图片，展现了
隶书起源之时略显生涩却
充满活力的笔法。从“快剑
长戟森相向”的小篆过渡到

“崧高维岳古已云”的隶书，
一份份简牍、一个个碑刻逐
渐蜕去古文字的痕迹，留存
了隶书从先秦到秦汉，再到
延续至今的生动演变过程。

初识隶书之后，嘉宾
罗鸣执笔蘸墨，笔锋轻触
纸张，墨色缓缓晕开，字
迹渐渐成型。观众围在
四周，既震惊于流传千载
的隶韵，也按捺不住想要
尝试书写隶书的激动心
情。而后，大家在罗鸣的
指导下纷纷模仿起隶书的
笔画。

隶书与其他书体的奇
妙结合又碰撞出了怎样的
火花？三国时期的《天发神
谶碑》，北魏《嵩高灵庙碑》，
还有汉代的《石门颂》，这些

“跨界”融合的作品引发了
现场参与者的热烈谈论。
嘉宾罗鸣巧妙地引导人们
观察字迹中的细枝末节，隶
篆、隶楷、隶简，一笔一画皆
是汉字积淀,一撇一捺尽显
华夏风华。

沙龙结束，观众仍意犹

未尽。“之前对书法更多是
好奇，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
了解隶书并体验书写过程，
非常高兴有这么好的机会
能近距离感受了不起的中
华汉字。”市民宋先生高兴
地表示，希望以后能成为

“商都沙龙”的常客。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主办，黄河流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
扬协同机制秘书处、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承办，沿黄九
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协
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智慧化中心作为执行
单位举办的“黄河岸边话非
遗”系列活动第7期直播成功
上线。

本期直播以春节申遗成
功为契机，以河南浚县正月
古庙会为主题，对庙会期间

的社火、年市、灯会等特色民
俗活动及地方特色美食、非
遗好物进行了线上直播，展
现春节期间浚县庙会的浓浓
年味儿，并特别邀请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社火（浚县
民间社火）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孙书林、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泥塑（浚县泥咕咕）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宋楷战、
鹤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
级调研员王中文、浚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张
福彬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据介绍，浚县正月古庙

会拥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鲜
明的地域特色，保存了文化
的生态性与多样性，是中原黄
河流域特有的文化展示，有着

“时间长、规模大、业态多、美食
香”四大特征。作为“华北第
一大古庙会”，浚县正月古庙
会的重头戏就是浚县社火表
演。今年，高跷、舞狮、旱船、背
阁等经典项目悉数登场，直播
镜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了
社火表演的震撼场面，领略
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张福彬在介绍庙

会“重头戏”——浚县民间社
火的特点时说：“浚县民间社
火现在有舞狮、高跷、秧歌、
旱船、竹马、龙灯、抬阁和背
阁、抬老四、顶灯、大头舞、撒
河灯等 20多个品种，在全国
形成了文化品牌。”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社火（浚县民间社火）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孙书林结合自
身经历，讲述了浚县民间社
火代表性项目“背阁”的历史
沿革和自己学艺、传承、创新
的故事。

除精彩的社火表演外，浚
县还孕育了多姿多彩的非遗
项目及文创好物。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泥塑（浚县泥咕
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宋楷战
介绍了自己的传承和创新经
历。同时，主持人还带大家探
访了特色建筑“咕咕来仪”和
文创店“黎阳风物集”，欣赏了
众多非遗文创产品。此外，浚
县还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既
有黎阳子馍、炸麻虾、饸饹面、
梨烘肉等传统特色美食，也有
八大碗、社火锅、晒咖啡等融
合创新好店，打造出的“舌尖
上的庙会”吸引了众多食客纷
至沓来、流连忘返。

本次直播活动当日观看
总人数达到65.28万人次。

千余人演武比擂
中原大舞台武术展演活动
亮相“功夫郑州”

本报讯（记者 陈凯）2 月
15日，郑州市花园路万达坊商
场活力满满、激情澎湃。“运动
迎新春 健康谱新篇”2025 年
全省全民健身大拜年暨河南省
第十九届中原大舞台武术展演
活动（郑州分会场）在此欢乐启
幕。来自我市各区县（市）武术
协会、基层辅导站点、武术馆
（校）俱乐部 82 支代表队的
1000 余名武术爱好者汇聚一
堂，各秀绝技亮相“功夫郑州”，
一展武术贺新春的风采。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体育
局、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河南省体育总会主
办，河南省武术体操冰雪运动
中心、郑州市体育局承办，郑
州市全民健身发展中心、郑州
市金水区文化旅游体育局、郑
州市武术协会、河南武极堂体
育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万
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为期 2 天。活动分为集
体拳术、集体器械、对练和太
极推手三个组别，涵盖各式
太极拳、太极器械、少林拳械
等传统项目，参演者年龄跨度
从5岁至83岁。

现场，太极拳表演刚柔并
济、行云流水，展现了传统武
术的独特魅力；太极器械项
目中，太极刀、太极剑、太极
扇等器械在参演者手中挥洒
自如，动静结合，彰显了力与
美的完美融合；少林拳械表
演则以刚劲有力、气势磅礴
的风格，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太极推手项目则
通过巧妙的借力打力，展现
了中华武术的智慧与技巧。
舞台上，“比武”的参演者精神
饱满、意气风发；舞台下，“观
战”的市民鼓掌呐喊、直呼过
瘾。“真中，有真功夫！”观众纷
纷议论道。

武术是郑州市的一张亮丽
“名片”，作为中华传统武术少
林拳的发祥地，郑州的武术文
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本次
中原大舞台武术展演活动，是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迎新春 健
康谱新篇”2025年春节体育大
拜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营造浓厚的新春全民健身氛
围，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
交流，引领群众走出家门、来到
户外，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
快乐。

商都遗址博物院举办“商都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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