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下3层、8条匝道
衔接北三环、107辅道

当天摊铺沥青的是北三环—姚
桥路互通立交西向南匝道，之后将铺
设南向西匝道，提前确保北三环与
107通车段匝道的互通互联。

北三环—姚桥路互通立交处于
北三环与 107 辅道的衔接处，上下 3
层，设置 8条转向匝道。匝道全部通
车后，可实现北三环高架（东西向）与
107辅道高架（南北向）4个方向的全
互通。

全面提速确保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
东三环（107辅道）快速化PPP项

目经理李锦林表示，该工程自今年 2
月25日开工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完
成形象产值24亿元，约占建安总投资
的38%。

按照目标要求，北三环—南三环
段高架主线桥已进入全面提速施工
阶段，确保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全
线2017年竣工。为配合高架段通车，
北三环姚桥路互通立交西向南、南向
西两条匝道，也将同步通车。

北三环—姚桥路立交
开始铺设沥青
107辅道高架
与北三环年底前有望互通

本报讯107辅道（北三环—南
三环段）高架主线桥施工迎来工程
节点。昨日，作为全线标志性工程
的北三环—姚桥路互通立交西向南
匝道开始摊铺沥青。这也是全线首
截摊铺沥青的匝道。该工程的实
施，标志着107辅道（北三环—南三
环段）高架主线桥施工全面提速。
郑报融媒记者 冉小平
通讯员 孙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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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身边客户端

上新浪打开郑州晚报官方微博

本报讯 历时两个月的郑州园博
会吉祥物和宣传口号征集活动，收
到 了 国 内 外 6000 多 份 作 品 。 10 月
20 日 ，来 自 国 内 11 名 设 计 创 意 专
家、文化学者和网络名人，来到郑州
报业集团会议室，对吉祥物和宣传
口号进行评选。

明年 9月，将在航空港实验区举办
的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

会，由住建部和河南省住建厅主办、郑
州市政府承办，是我国园林行业层次最
高、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国际性重大
盛会。

为成功举办郑州园博会，8月16日
0时~10月16日24时，郑州园博会筹建
指挥部宣传策划部面向公众、专业设计
机构、设计师和设计爱好者，公开征集
郑州园博会吉祥物和宣传口号。

征集活动开展期间，国内 100多家
媒体转载刊登征集公告，收到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吸引了大批专业人士和网
友、市民积极踊跃投稿。截至征稿活动
结束，共收到6000多份作品。

本届园博会宣传口号和吉祥物征
集活动从 10月 20日进行评选，入围作
品近期将在媒体进行公示。
郑报融媒记者 王军方

历时两个月，100多家媒体征集到6000份国内外作品

园博会吉祥物和宣传口号开始评选

这是他精心珍藏60多年的“宝贝”，
是用他最喜欢的《郑州晚报》来包裹保
存。报纸是 1999年的《郑州晚报·都市
周刊》，虽然有点泛黄，却完好无损。

胡希华小心翼翼地打开报纸，原来
里面是田老爷子年轻时购买的戏曲剧
本，印刷时间都在 1950年至 1958年，距
今已有六七十年了，由于岁月久远，书
本显得陈旧，但里面的书页非常清晰整
洁，连一个褶皱都没有。剧本有曲剧、
豫剧、京剧等，剧目包括《杀庙》《武大郎
之死》《姐妹告状》《红楼梦》《游龟山》
等，有些还是手抄本，非常珍贵。

田老爷子把这些“宝贝”一一向胡
希华介绍，剧本里不少剧目现在已经很
少上演，有的老戏甚至已经失传，他说在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破四旧”，爱戏如命
的他，冒险把这些书砌在自家墙里才得

以保存。在那个没有收音机、录音机的
时代，老人就是靠着这些剧本享受戏曲
的快乐，不少剧目已经可以全文背诵。
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借助《郑州晚报》了
解时代的变化，获取各类信息，每当报纸
上有戏曲方面的内容，他都会精心保存。

85岁老戏迷
把17年前《郑州晚报》包裹的“宝贝”
送给曲剧大师胡希华
你能猜着它是什么吗？

昨天，荥阳金寨回族乡一组有
一对年轻人结婚，这是全村的大喜
事，男女老少都来庆贺，还请来了著
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曲剧胡派创始
人胡希华大师和他的弟子，来到当
地举行婚礼的酒店，为大家表演拿
手好戏。而早在十几天前，知道邀
请了胡希华，村里一位老人就满怀
激动的心情开始准备，要给胡大师
一个惊喜。
郑报融媒记者 张翼飞
图片由胡希华侄子、徒弟胡少华提供

85岁老人爱看《郑州晚报》
一天都不落

这位老人名叫田满囤，今年 85
岁，是一位资深的戏曲爱好者。老人
有文化，他年轻的时候有三大爱好，
读书、看报、听戏。他看的书，大都是
戏曲剧本；他看的报，就是《郑州晚
报》，一天不落，每一篇文章都细细品
读；他爱听戏，只要听说了有戏班子
的演出，无论多远都要赶过去从头看
到尾。后来，光听不过瘾，他索性也
成了一个票友，和志同道合的伙计们
组成一个业余剧团，经常粉墨登场，
为当时生产队的队员们义务演出。
胡派的曲剧是他最喜欢的流派之一，

《屠夫状元》《李豁子离婚》等他都唱
得滚瓜烂熟。

准备半个多月的礼物
当面送给曲剧大师

当日中午，胡希华和弟子们的精
彩演出结束后，作为村里德高望重的
长辈，田满囤老人拄着拐杖，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到了胡希华的休息室。
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师，他非常开
心，紧握着胡希华的手，激动得甚至
有些发颤。

他对胡希华说：“胡老师，我终于
见到你了！我知道你今天要来，已经
准备了半个多月，我有个礼物要送给
你！”说着从一个红布袋里，掏出一个
用发黄的老报纸包着的包裹，双手递
给胡希华。

泛黄报纸包裹着珍藏60多年的戏本

一番叙谈之后，田满囤郑重地对胡
希华说：“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这些东
西在我手里顶多是个收藏品，只有交给
你才会让它焕发光彩，起到它应有的作
用。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胡希华把这些书籍认真收好，包括
那份《郑州晚报》。他激动地向田老爷

子表示：“这些剧本非常珍贵非常有价
值，都是可以陈列到戏曲博物馆的教科
书，我一定不辜负您的重托，要把它们
细心保管，找戏曲作家来将其整理恢
复，传授给需要它们的年轻人，让这些
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剧目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胡希华：这些剧本都是可以陈列到戏曲博物馆的教科书

田满囤（左）把珍藏的戏曲剧本赠送给胡希华

剧本用1999年的郑州晚报精心包裹着

北三环—
姚桥路
互通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