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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大孟武术几百年，欣逢盛世展
新颜。河南首届绝技赛，获得金奖省
之冠。北京奥运迎嘉宾，大孟武术去
展演。演武北上俄罗斯，传技西到旧
金山。大吕武术有特色，中原罕见二
洪拳。 郑州国际武术节，传统武术
威名显。五进五抓五推动，全民健身
势正酣。中国武术之乡成，传承国粹
谱新篇”。这首顺口溜是对中国武术
之乡——中牟县大孟镇的真实写照。

大孟镇习武历史悠久，清末出了
3个武秀才和1个武举人。改革开放
以来，群众习武强身蔚然成风，建成
了大吕、王林庄、六府营、大庙李、草
场、湾张10多支武术队，大吕村更是
全民习武，素有“喝喝大吕水，都能伸
伸胳膊圈圈腿儿（练武之意）”。荣获
国际、国内武术奖项200多项，现为
中国武术之乡、河南省书画之乡、郑
州市十佳书香之乡。
郑报融媒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谢鹏飞
通讯员 尚中山 刘明豪 文/图

中原罕见二洪拳 以古老二洪
拳为主的大孟镇大吕武术延续 200
年、传承8代，包括拳术头趟架、十三
响，器械刀枪剑棍、鞭梢锤叉以及稀
有兵器四节等拳械套路80多套，是
中华武术的精华，是中原罕见的传统
武术套路。大吕武术传人穆文山、穆
进兴在登封习武期间曾应邀传授大
吕二洪拳，少林寺高僧杨聚财曾到大
吕村参观二洪拳展演。大吕武术现
已列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大吕村民夺得2016年第11届
国际少林武术节 4金、8银、14铜，
2017年郑州市华夏优秀传统民间文
化集展演一等奖。目前正在编写《大
吕武术拳谱》3套，为持续保护、传承
二洪拳，大吕村被评为郑州市文化特
色村、郑州市首批文化产业特色村。

荣膺中国武术之乡 大孟镇采
取“五进五抓五推动”措施，推动武
术大发展大繁荣，积极创建武术之
乡。“五进”，即武术进农村社区、进
学校、进家庭、进机关单位、进各行
各业。“五抓五推动”，即一抓队伍建
设，骨干推动；二抓娃娃习武，培训
推动；三抓扶持引导，政府推动；四
抓展赛表演，示范推动；五抓以武养
武，产业推动。全镇建成了大吕、王
林庄、大庙李、李小安、草场等武术
示范村，在大吕、王林庄等学校设立
武术课，以穆进兴、穆文山、武金科、
穆庆敏、王国军、王剑华、赵进岭、赵
珂、赵旭、李珂、李凯等武术之家示
范户，影响带动了全镇群众、师生及
夫妻练拳、父子爷孙习武，推动了大
孟镇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全镇培
养武术骨干 200多名，传承了优秀
拳械套路 80多套，荣获奖项 200多
项，赵进岭、赵轲、赵旭、李凯等人曾
到北京奥运会、广东亚运会以及赴
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进行武术表演，赵轲现任教于美国
旧金山武术馆，形成了大吕、大庙
李、王林庄、李小安等武术特色村。
大孟镇“武动大孟，快乐健康”的视
频资料上报国家文化部，并通过专
家评审认定，2014年 12月，大孟镇
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中国武术之乡”称号。

广泛传播交流 大孟武术积极
参与国内外展赛及交流，拉开了走
出河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序
幕：8年来，赵珂任教于美国旧金山
武馆，并创办武馆，培养学员 2000
多人；赵珂、赵旭、李凯、李珂、王宝
磊、赵进岭等人到美国、新加坡、俄
罗斯、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武
术交流；周东站、穆进兴等人在浙
江、安徽及我省郑州、鹤壁、安阳、周
口、洛阳、平顶山、开封、登封嵩阳武
校等地传授武术，培训学员上万人。

二洪拳威名远扬
多名高手国际立万

获得诸多荣誉 大孟镇武术在
各级比赛中获奖 200多项，其中大
吕武师穆进兴、穆增社、穆海威等人
夺得 2016年第十一届国际少林武
术节武术大赛金牌 4枚、银牌 8枚、
铜牌14枚，大吕武术在河南乃至国
际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穆文山、
赵进岭、王宝磊、李凯、周东站、丁高
攀、朱光利、李如顺等也都获得了各
种荣誉。

明确发展方向 为了让大孟武
术“走出中原、走进全国、走向世
界”，努力“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推广造福群众”：要
组建大孟镇武术协会，发展各级武
术会员，加强武术理论研究；要加强
武术场馆升级建设。提升 10处武
术教学点为武馆，建成文武双修武
术院校1所，培养武术优秀人才100
名，进一步推动全民习武强身；要加
强对外武术交流活动，让大孟武术
走向世界；要大力发展武术文化产
业。重点培育教学培训、文化旅游、
演艺娱乐、健身养生、技击保安、影
视制作等相关武术产业。筹建武术
养生休闲园，培育文化旅游产业；组
建大孟武术表演团队，培育武术展
演产业；依托华谊影视城，尝试拍摄
武术方面的影视片；开办10处武术
培训班，培育教学培训业，力争武术
产业年收入1000万元，推动以武养
武。努力把相关学校打造成军官、
特警、武术影视明星的摇篮，成为中
原乃至中国的武术名校。

亟待破解练武场地问题 没有

练功场地是制约大孟镇武术传承发
展繁荣的最大问题。解决场地问
题，是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武术文化
的重大需要，是推动全民健身、造福
群众的迫切需要，是助推郑州国际
文创园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的现实
需要，筹建大孟镇武术传承基地、
建成留客两天的健身养生公园，是
实现中牟年度 1000万人次旅游目
的地，打造武术旅游品牌的重要抓
手，筹建大孟镇武术传承基地、打
造华夏优秀文化传承示范园的基
本思路是：建议将大吕武术传承基
地纳入郑州大都市建设空间规
划。建设“一场三馆”，实现五园目
标，催生四大产业。即：按照国际
标准，建成室外演武场、武术非遗
展示馆、标准

建设“一场三馆”，实现五园目
标，催生四大产业。即：按照国际标
准，建成室外演武场、武术非遗展示
馆、标准化武术训练馆、武术养生
馆；通过服务群众健身娱乐、组织武
术节会、展演展赛等活动，打造华夏
优秀文化传承园、健身养生公园、武
术培训校园、武术展演大观园、群众
幸福生活乐园；通过举办武术旅游
节等实现“武术搭台、经贸唱戏”，助
推国际文创园建设和全域旅游发
展，催生武术培训、健身养生、旅游
观光、影视制作四大产业，提高群众
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打造中牟乃
至中原文化名片，为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早圆“中国梦、中原梦、中
牟梦”发挥重要作用。

明确发展方向 亟待破解练武场地问题

大孟镇荣获国家武术之乡称号

荣膺中国武术之乡 影响10余个国家

大孟镇武术名片亮丽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