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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事

本报讯 昨日上午，2016第11届“郑州
国际微笑公益活动”在第一人民医院启
动。来自国内外的 50 余名整形专家将为
全国各地 260 名唇腭裂患儿进行术前筛
查。符合条件者将于 5 月 14 日～17 日接
受免费手术治疗。

国际微笑公益活动组织将第一人民医
院定为其郑州诊疗基地暨慈善医院定点医

院，常年为唇腭裂患儿免费手术。凡年龄
在 6 个月以上的唇腭裂患者，符合手术指
征者均可来院免费手术。

截至目前，第一人民医院已携手该组
织先后举办10次国际微笑公益活动，成功
为1750例患儿进行了免费手术。
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谷长乐
通讯员 楚哲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古文字专家
齐航福认为，各类方言作品的流行，
表面上是因娱乐性，背后是母语文
化根基的力量。带有浓郁地域文化

特色的方言，承载着各个族群的情
感和文化记忆，充满趣味的方言作
品，迎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不失为一
种保护和传承。据新华社

本报讯 明天是第26个全国助残日，本
次助残日主题为“关爱孤残儿童，让爱洒满
人间”，目的是呼吁全社会关注孤残儿童这
个特殊群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帮助和
支持。昨日上午，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
举行庆祝全国助残日文艺联欢会，残疾人
朋友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借此展示他
们积极向上、快乐生活的人生态度。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鞠丰泽 文/图

本报讯 5月12日下午，郑州航院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第八届传统文化月闭幕。72
名学子举行“礼敬先贤承道明德”主题活
动，身着汉服齐声朗诵“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坐于蒲团之
上，还原古代拜师、授课场景。

拜师礼中，祭祀司礼引导学子礼敬先
贤、祭拜孔子，奉束脩之礼，呈贴拜师、呈敬师
礼茶以及老师回礼等还原传统“拜师礼”。
杏坛讲学中，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师生围绕当

今校园和社会中的一些道德问题和困惑，以
讲学、提问、辩论等方式演绎古代的授课场
景，展示因材施教、师生互动、学术自由、教学
相长等教育理念。最后的吟诵经典中，该校
鲁庆中教授带领全体学生吟唱诗经《蒹葭》。

该院党总支书记卫铁林介绍，举办传
统文化月能让学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谢聆瑜 李绍巍

本报讯 昨日上午，惠济区第 26 次全
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开元路大河广场举
行，每位残疾人与会者都得到了救助。50
多名残疾人还演出了舞蹈和歌曲。

本次活动救助了10名贫困残疾儿童，
每人发放救助款 1000 元和夏凉被等生活
用品。其他残疾人获得了轮骑和拐杖等各
类辅助器具。

现场还举行了“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
推介活动”。思念食品、中国人寿等 10 家
企业对残疾人进行了现场招聘，提供了
100多个就业创业机会。

残疾人赵风菊表示，对残疾人来说，为
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让残疾人自强自立，
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帮助。
郑州晚报记者 徐富盈

方言“神曲”走红：
“来，干了这碗心灵鸡汤！”
河南人史不凡创作的《我是不是恁哥》，点击量破千万，美国都有他的粉丝群

随着一档以传承方言文
化为口号的电视节目的热
播，乡音土语再受关注。与一
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方言正
走向衰落相反，近几年社交平
台上不断涌起“玩转”方言的
热潮。其中，多首接地气的方
言“神曲”轮番爆红，网友称
“被正能量洗脑也甘愿”。

“听话听音儿，求河南人办事得
听他说几个‘中’。要是半晌不吭
气，最后冒出一个‘中’字，这事儿
就成了，要是你话音刚落他就一
连串‘中、中、中’地满口答应，那
基本就不中了。”因创作河南方言
歌曲一炮而红的史不凡这套方言
理论，也是他对作品受追捧的私
人注解。

2013 年，他的业余试水之作
《我是不是恁哥》甫一亮相就传遍街
头巷尾，网上点击量一举突破千万，
被奉为方言“神曲”。“毛子哥”甚至
成了他行走江湖的名号。

此后，内容各异的河南方言音乐
作品接连出炉，一度成为河南人聚会
闲谈的必备节目甚至老乡相认的接
头密码。

多首河南方言歌曲走红网络

在其他省市，用方言创作的歌
曲也不断走红。

“这些歌通俗易懂，用词地道，
节奏感也强，听几遍就在脑海中挥
之不去。”史不凡称，传唱度高也是
方言影响力的一种表现。事实上，

生活中已很少使用方言，甚至对部
分方言词汇十分陌生的青少年，也
对充满幽默感的方言歌曲表现出了
浓厚兴趣。河南洛阳一名小学生熟
练掌握好几首方言歌曲，在同学中
很受追捧。

有意思的是，在诙谐、接地气的
外表下，这些走红的方言歌曲往往
还包裹着正能量。

《武汉拐子哥》以湖北道情腔起
头，用武汉方言说唱，表现的是武汉
地铁3号线开通等日新月异的城市
变化。《啪啪歌》展现的是南京本地
生活特色和热情包容的精神。郑州
市交管部门的《白搁这儿乱了》本身

就属公益宣传，借鉴方言“神曲”的
创作风格，用方言幽默欢快地阐释
酒驾的危害，在朋友圈“传疯了”。

“来，干了这碗鸡汤！”在郑州从
事医务工作的80后白杨说，方言跟
音乐结合有一种奇特的喜感，平时
工作任务重，听上几遍就心情大好，

“就算传播正能量也毫无说教色彩，
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

“毛子哥”火了以后，史不凡被
郑州消防聘为宣传形象大使，创作
了一系列消防安全主题的作品。

“不要觉得方言土，它的号召力
和影响力是很惊人的。”得知在美
国等地都有自己的粉丝群，史不

凡觉得自己沾了方言的光。他 5
岁学说相声，师从名家李金斗，说
学逗唱功底深厚，这为歌曲创作
提供了艺术上的支持，而方言这
种形式为作品传播提供了情感上
的认同。

“土”方言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惊人

专家：方言背后是母语文化根基的力量

100个就业岗位提供给残疾人

郑州国际微笑公益活动启动
260名唇腭裂患儿报名 符合条件者将免费手术

郑州航院传统文化月

72名学子再现古代拜师礼

《我是不是恁哥》视频截图:毛子哥骑上小电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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