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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技术
大比武活动昨日举行

昨日，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第三
届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技术大比武活动，在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来自
全市 14 个县（市、区）的 42 名一线监管人
员参加了本次大比武决赛。

比赛分为笔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笔
试内容涵盖了餐饮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有关规定。实际操作部分则包括瘦肉精
检测、硼砂检测、农药残留检测、亚硝酸盐
检测、吊白块检测、ATP检测6项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操作项目。

另外，本次大比武还加入了信息化电
子监管执法终端操作项目，进一步推动了
我市餐饮监管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
用。本次大比武对竞赛理论、实践操作成
绩双合格总成绩获得第一名者，郑州市总
工会授予“郑州市技术状元”称号，并按照
程序申报“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郑州晚报记者 肖雅文

中原区地税局有奖发票
兑付奖金332万
同比增长51%

昨日，记者从中原区地税局获悉，截
至 10 月底，该局共兑付发票中奖奖金
332.8 万余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3 万余
元，增幅高达51%。

据悉，为加大发票知识和防伪知识的
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积极索取发票和
全社会共同协税的意识。中原区地税局
规范兑奖流程，指定专人负责，严格把关，
对发票兑奖原始凭证进行认真审核，保证
兑付款项与有关凭证内容相符，真实规
范，确保发票兑奖准确无误。

此外，加强以票控税，提高消费者索取
发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索票、中奖、
举报，使消费者成为发票义务宣传员和监
督员，把宣传和监督管理有机结合在一起。
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通讯员 任红霞

昨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文化
部等部委联合主办的“科技梦·中国
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全国
巡展（郑州站）在郑州科技馆开幕。
与以往的科普展不同，此次展览是共
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家群体为
主题的大型展览。

据中国科协调宣部副部长章丰介
绍，郑州站是今年全国巡展的第十四
站，“到了中原腹地，科学家的 100 年在
这块土地上仍然会有很多交汇的东西，
在展览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从河南走

出去的著名的科学家。办这个展览是
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这 100
年来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国科学家队
伍是怎么样从零逐步走到今天的。希
望大家通过走近了解科学家亲近科
学家让自己对科学家的理解变得更
加生动”。

省科协主席霍金花表示，希望通过
这次展览搭建一个让公众了解科学家
的职业生涯，了解我们中国科技史的
发展，从而激发社会公众创新创造的
活力和热情，从而引导社会公众理解

科学、参与科学、支持科学，在中原大
地上播撒下更多科学的种子，为实现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凝聚正能量。

本次展览从11月18日至12月2日
在郑州科技馆举行，为丰富观展体验，
本次巡展运用了新媒体手段，观众可
扫描展板上二维码观看科学家的音视
频资料。无法亲临巡展现场的读者，也
可以通过添加“科学家主题展”微信订
阅号了解展览动态，并参与有奖竞答。
郑州晚报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王红松

无文化，不商业。
一个商圈，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圈，除了便利的交通、活跃的商业、密集的人群外，文化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
的确，说起上海，会想起富有革命传统历史的南京路商圈；聊起北京，会想起从明代开始逐渐起步的王府井商圈；走进苏州，则必定要逛一逛历史文
化名街——平江路商圈……不难看出，但凡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商圈，大部分是在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甚至有的商圈，一开始或许与文化
并不沾边，但在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也要融入文化。
那么，郑州呢？作为“八朝古都”，即便我们不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具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感的。往远了说，我们有中国最古老青商瓷的延续——
郑商瓷；往近了说，我们有纪念二七大罢工的二七纪念塔；往商业上说，我们有作为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奠基石的“中原商战”……而提起这些标志性
的艺术品、建筑、事件，则都与“二七商圈”密不可分。因此，打好“文化牌”，形成文化氛围浓厚的特色二七商业圈，不断提高二七商圈质感，成为一
条发展的必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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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瓷器既是艺术品，更是商品

建造郑商瓷博物馆，打好“艺术牌”
吸引高端消费人群，提升二七商圈质感

众所周知，景德镇瓷器名闻
遐迩。可是你知道它的“爷
爷辈儿”吗？正是出土于郑
州铭功路的青商瓷，被誉为
中国最古老的瓷器。并且
作为其血脉延续，郑州又创
造了郑商瓷。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可以
借助瓷器，增强二七商圈
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
吸引高端消费人群，提升
商圈质感。
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徐智慧/文 马健/图

揭开科学家的神秘面纱
首届科学家群体主题展走进郑州

瓷器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独具特色
的艺术品，而对于它的历史，也许大多
数郑州人并不了解。

其实，中国最早的瓷器叫做“青商瓷”，
大约在3500多年前，当时还处于商代，后
来，在郑州被出土。正是“青商瓷”的出现，
为人们揭开了世界瓷器历史的篇章。

随后，由我们本地的瓷器大师阎立

夫所创的“郑商瓷”，与“青商瓷”是一
脉相承的。

据郑商瓷所长李梅花，也是阎立夫
的夫人介绍，“青商瓷”的挖掘地在郑州
铭功路附近，正处在“二七商圈”范围。

至于为何会创造“郑商瓷”，李梅花
解释，既然郑州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源
头，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带有郑州特色

的新瓷种呢？因此她与丈夫阎立夫决
定延续“青商瓷”血脉，创建一个代表郑
州商文化的新瓷种，希望可以重振郑州
的瓷器文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上万次的实
验，在1320°C的高温下，一个具有造型
美、釉色美、纹路美的新瓷种产生了，被陶
瓷界命名为我国“第六大名瓷”。

那么，了解了历史，我们也要开始思
索，毕竟历史可以被挖掘，但不能重现，如
今的郑州，该如何将历史与现代相结
合？艺术与商业相结合？

对此，李梅花认为，经济不与文化
相结合，是没有灵魂的，是充满铜臭
的。因此，郑州二七商圈要利用好“郑
商瓷”这个名牌。

“现在许多高端消费者都很青睐艺
术，这也是为何发达城市喜欢搞艺术展，
不仅可以博得名气，也能得到实实在在
的利益。”李梅花说，作为中国艺术品的精
髓，瓷器在高端消费者中十分受欢迎，并
且真正精品的瓷器很是稀缺。

因此，她建议，政府可以协助扶植，
在郑州铭功路上建造具有销售功能的

“郑商瓷”博物馆。
“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定期举行展

览，或者瓷器新品发布会，吸引全国甚
至全世界的消费者前来。而博物馆的
部分艺术品，也可以拿出来销售或拍
卖。这样，既可以将艺术与商业相结
合，也可以吸引高端消费，让二七商圈
更加具有质感。”李梅花说。

建造“郑商瓷”博物馆,吸引高端消费

郑商瓷，郑州商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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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商圈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