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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港中旅（登封）
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获悉，该公
司拟投资2800万元，在三皇寨景点修建
一座总跨度约512米的玻璃人行吊桥。

据了解，三皇寨目前已有栈道，由于
游客在栈道之上过于临近山体，往往造
成“不识嵩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尴尬，游客难以领略少室山山体风貌
的雄伟壮丽。

拟修建的玻璃人行吊桥位于三皇寨
景点和对面山脊间，总跨度约512米，桥
面宽6米，用于跨越中间的二道沟，吊桥
建成后游客可选择通过吊桥登顶三皇
寨，耗时仅 30分钟，大大节约游客的体

力和时间，游客可从桥上多角度欣赏少
室山的美景，提高了游览质量。同时，该
桥不但能解决景区行人通行，更是一座
景观桥梁，兼具游览的功能，为游客提供
一种“凌空行走”的特殊感受。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全国首届自然医学与老年
保健高峰论坛在登封举行

本报讯 11月 10日，由中国老年保
健医学研究会主办、中国老年保健医学
研究会嵩山研究基地承办的“全国首届
自然医学与老年保健高峰论坛暨第三届
嵩山扶正自然疗法研讨会”在登封举
行。大会共同为新成立的“嵩山自然医
学研究院”进行了揭牌，并全面介绍了嵩
山扶正自然疗法三年来的探索和实践。
与会嘉宾与代表围绕嵩山扶正自然疗法
在基层慢病防控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探讨，一致认为嵩山扶正自然疗法
充分发挥了自然疗法成本低、副作用小
的优势，嵩山自然医学研究院作为中原
地区建立的一个高水平研究平台，要不
断研发慢病防控的适宜技术和拓展配套
产业发展路径。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胡建邦

“中国足球名宿辅导团”
走进塔沟

本报讯 近日，中国足球名宿辅导团
一行11人，赴塔沟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进行业务指导并亲切座谈。辅导团一行
首先观看了塔沟武校艺术团功夫小子们
精湛的武术表演，对孩子们在这么小小
的年龄就练出一身武艺交口称赞。随
后，在塔沟青少年少林足球训练基地，辅
导团一行参观了集团历史展览馆，对集
团在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中为国家做
出的贡献表示钦佩，并祝福塔沟武校继
续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冠军。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李剑 通讯员 冯威锋

登封市直一幼
开展亲子运动会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直一幼开展了
“小手拉大手 快乐向前走”亲子运动
会。运动会在家长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拉
开了序幕，孩子们灿烂的笑容，使得整个
赛场充满了活力。各班有力的步伐伴随
着运动员入场音乐，在运动场上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此次亲子运动会，不
仅调动了孩子们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
性，增进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亲子关系，同
时，又培养了孩子的合作意识。更重要
的是，孩子和家长们在这个活动中享受
了幸福和快乐。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通讯员 冯秋明

登封市直二幼
弹唱比赛促教师专业成长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直二幼举行了
教师弹唱比赛。比赛采用抽签的方式，
弹奏曲目选自幼儿园音乐教材中的歌
曲。活动中，教师随机抽取两首幼儿歌
曲边弹边唱，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弹唱技
巧，一曲曲悠扬的曲目随着教师跳动的
手指从钢琴里溢出，整个活动井井有条，
大家发挥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本次活
动，为教师们提供了一次展示、交流的平
台，增强了教师的学习意识。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范玉红

九旬抗日老英雄
为登封革命老区发展继续做贡献

本报讯“就是爬也要爬回去!”近
日，93岁的抗日老英雄、原籍白坪的李
明义老人思乡心切，在孩子、儿媳陪同
下，从郑州某干休所回到老家登封，受
到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李明义出生于登封白坪乡东白坪
村，1945年6月参加皮定均、徐子荣领导
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后随军转战大别
山。1947年 6月，李明义调任刘邓大军
司令部情报处任参谋，跟随刘邓首长参
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解放
郑州、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南京、
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功显赫，先后荣
获解放奖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荣誉
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章、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渡江胜利纪
念章等奖章。1982年离休。李明义情
系革命老区，先后向登封革命老区建设
捐款12万余元。

当天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回
顾了抗战时期老英雄的战斗事迹，对数
年来老英雄关心老区、支持老区建设的
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登封市老

促会向李明义赠送“抗日英雄，情系老
区”锦旗。

下午，李明义回到东白坪，参观了
抗日县政府旧址、皮徐司令部旧址，并
和乡亲们、少先队的孩子们合影留念。

老区发生的新变化让老英雄流连忘返，
连连点头称赞，并表示，为老区发展继
续做贡献。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通讯员 弋佑君 文/图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木香。李
迎涛时而弓着腰，时而蹲在地上，时而
坐在木条凳上，一块块木料经传统的
木式车床上定型成珠，老式风车钻打
孔、入桶打磨等十几道工序，到最后变
成一串串融合了佛、道、儒文化的少
林佛珠，李迎涛已坚守了30年。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胡建邦 文/图

坚守手工做珠30年
愿尽一己之力传承制作技艺

从未想过做一辈子木匠
登封佛、道、儒三教荟萃，从达摩面

壁持珠悟禅，以防身健体创少林拳习武
开始，佛珠制作工艺就在嵩山地区产
生，流传至今。

48岁的李迎涛出生在登封市东金
店寺庄，是少林佛珠制作技艺的第十
一代传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习少林
佛珠制作技艺，大学毕业后一心扑在
少林佛珠制作上，在家承的基础上又
外出拜师学艺，克服了珠子易裂等制
作困难，很多作品被带出国门。

制作珠子，李迎涛有满满一箱的宝
贝。“你看，这是手锯、量具、磨具、钻孔
器、穿针……有的还是祖辈流传下来
的。”打开工具箱，他如数家珍，“上世纪
80年代，看着父亲用这些工具做木艺，
从没想过自己也会做一辈子木匠。”

用心激活沉睡的木头
少林佛珠静时武禅，动时也是武术

器械，在制作中多以嵩山独有的黄金木
和深埋于地下的嵩山“乌木”为原料。
每逢秋冬季节，李迎涛坚持每天晨曦上
山，夜半下山，从沿路混沌的枯枝里分

辨挑拾出好的木料。“有的木头常年被
掩埋在枯枝烂叶下，只要用心观察成
色、结构和特性，就能激活它们的美。”

珠子制作不仅木料极其苛刻，工
序过程更是漫长繁琐。“必须用低速
做珠、手动打孔抛光的传统工艺加工，
保证珠子原木性能，才更易包浆。”李迎
涛在寻找良木的同时，也在不断学习探
索，改良传承手工制作技艺，以往 4年
才能做好一颗珠子，现今半个月时间
就可做好。

尽一己之力传承制作技艺
“传承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发挥，是技艺、思想、文化、精神各方面
的传承。”近年来，李迎涛开始恢复加工
百年老工艺少林禅心珠，以崖柏等硬木
为主，珠子里面可达 3~7层，因独特的
少林佛珠技艺，也被称为中原第一珠。
现今，少林佛珠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登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挖掘传
统加工技艺、保护传统加工工具的基础
上，他更注重积极培养新人，“愿意尽己
之力，免费收少林佛珠技艺爱好者学习
技艺，共同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目测又是网红景点！
登封三皇寨将建总跨度512米的玻璃吊桥

《《凡人英雄凡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