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月 22日冬至当天上午，
在位于登封市中岳办事处的北高庄村一
处开阔的院落内，一场由北高庄村委主
办的“千人饺子宴”活动在这里进行。

为进一步做好防诈宣传，让更多的
人了解防诈知识，树立防骗意识，中岳派
出所社区民警栗晨光、刘洋洋借此机会，
携带防诈骗相关宣传材料来到“千人饺

子宴”现场，给村民讲解了一些诈骗的案
例，并发放了防诈宣传材料,使村民在品
尝美味饺子的同时,也学到了实用的防诈
骗知识。村民表示，民警放弃周末的休
息时间、放弃与家人冬至相聚的美好时
光到现场传授大家防骗知识的行为令大
家十分感动。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钟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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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暖冬行 温暖老人心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关工委、登封

市老促会、登封市红色文化传承志愿者
团队及8家爱心企业志愿者来到石道乡
陈快乐幸福院，为老人赠送衣服、牛奶、
食用盐等慰问品，志愿者的和慰问和歌
声让原本安静的敬老院热闹起来。陈快
乐幸福院是民办养老院，有 200个床
位。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下，养老院
自开办以来，接收流浪及孤寡老人、留守
老人3300多人次，使众多农村老年人在
这里安度晚年。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男子户外摔伤
嵩山中队紧急救援

本报讯 12月 21日 16时 5分，嵩山
救援中队接到报警称，位于嵩山峻极峰
石船步道附近一男性游客失足摔伤，伤
员为上海人，一行二人结伴来登封登山，
在嵩山游玩下山途中不慎摔倒，头部受
伤，现场情况十分紧急。中队迅速出动两
车 16人火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16时
26分到达山下停车场与“120”急救人员
汇合。指导员再次部署救援方案并检查
装备后，队员争分夺秒向伤员位置进军，
于17时4分到达伤员位置。经检查发现
伤员头部及脸部摔伤，医护人员对其进
行简单包扎后，队员们小心翼翼将伤员抬
上担架。经过约40分钟的急行军，于17
时42分将伤员安全送至山下抬上救护车，
近3个小时救援宣告结束。队友们整理、
清点完装备后，进行撤离，圆满完成此次
救援任务。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登封市直一幼
被评为卓越家长学校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直一幼荣获
2017~2019年度河南省家教工作卓越家
长学校荣誉称号。近年来，登封市直一幼
着力打造“互通式”家园共育，以家长学
校为依托，引导家长科学育儿，促进幼儿
健康成长。该园以讲座促育儿能力提
升。先后邀请省市级幼教专家针对幼小
衔接等方面进行专题讲座，邀请专业医
师为家长讲解“幼儿膳食与营养”。同
时，还多次开展“幼儿园与家庭和谐”
“幼儿健康性格形成”“孩子良好习惯的
培养”等主题讲座。以活动促家园沟
通。通过与家长签订“家长爱心承诺书”
凝结共识，成立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
理，举办家长开放日、亲子运动会、评选
优秀家长等活动，形成了包容理解、支持
参与、和睦美满的家园关系。该园充分发
挥“五老”人员优势作用，将其融入到课程
之中，开展“五老人员进校园”“运动小达
人”“自理小达人”等比赛，邀请家长参与
其中，促进家园共同学习，凝聚教育合力。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通讯员 李明阳

登封市直二幼
进行保育教师知识测试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直二幼开展保
育教师知识测试活动。结合学期初制定
的工作计划，每周五下午离园后，两名保
健医组织保育教师进行业务学习，包括
保育教师的工作职责、一日工作流程、卫
生保健工作规范、传染病知识、急救方法
处理及日常工作实操等。本次测试为闭
卷笔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简答
题。测试中，各位保育员教师遵守考场
秩序，不交头接耳，认真答题，为本学期
的工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测试活
动增强了保育教师的责任意识及主动学
习的意识，有效促进了幼儿园保教质量
的提升。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范玉红

登封“闹阁”传承人杨超凡

泥瓦匠变身非遗传承人
本报讯 在嵩山脚下的河南省

登封市颍阳镇杨岭村，逢年过节时，
为了庆祝节日、祈求风调雨顺，都会
举行一种名为“闹阁”的表演。因为
表演是由小孩站在大人头顶进行，
所以被称为“闹阁”。说起“闹阁”，
就不得不说起一个人，他叫杨超凡，
是土生土长的颍阳镇杨岭村人，也
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封“闹
阁”第十代传承人。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文/图

“古时候，颍阳镇杨岭村的老百
姓为了摆脱贫困，祈求五谷丰登，
在祈雨的时候通过玩闹阁助兴，距
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杨超凡告
诉记者，“闹阁”是将 4~8岁的小孩
用辅助道具固定在大人头顶，表演
时，大人小孩都扮成古装人物，演
唱着各种民间小调。如今，随着时
代的变迁，现代的“闹阁”抛开了以
前人们敬神的演出内容，成为丰富
农民精神文化、歌唱新生活的一种
民间舞蹈。

“从小就看老一辈人在村里演闹
阁，但那时候当泥瓦匠，天天给人家盖
房子，没时间学。1983年过年时，村
里组织闹阁表演，俺老三儿子当时 4
岁，喜欢去看热闹，并且也想当个小演
员。”杨超凡说，为了儿子，当时他第一
次参加了“闹阁”表演，自此便与“闹
阁”结了缘。

参加表演 与“闹阁”结缘

为给观众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杨
超凡大胆创新，将“闹阁”从最初的“一
路”逐步扩大到“九路”，即九个大人头
顶九个小孩，并自费数十万元更新了演
出服装和道具。为将“闹阁”申请成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杨超凡更是多次往返
于郑州、登封，请专家指导申请材料的搜

集与书写，找相关单位实地考察并指导
等，一个人加班加点写材料到天亮更是
家常便饭。

杨超凡说，“闹阁”的保护、传承与发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杨超凡希望不久的将
来，登封“闹阁”能走出河南，走出国门，走
向全世界。

■暖心冬至

登封市民同庆冬至日
弘扬二十四节气文化

本报讯 12 月 22 日，登封市
2019年二十四节气冬至美食文化
节系列活动在登封市告成镇观星台
拉开序幕。今年的二十四节气冬至
美食文化节系列活动从 12月 21日
开始，到 12 月 25 日结束，为期 5
天。活动以“赏世界文化、品天下美
食”为主题，有民间文艺演出、祭拜
周公典礼、测日影活动、千人饺子
宴、二十四节气宣传及非遗产品展
示等内容。

据悉，本次活动采用纯商业运
作模式，由主办方邀请承办公司举
办，征集全国各地名小吃进驻景区，
结合冬至日“饺子宴”等民间习俗，
辅助文化娱乐项目进行，以庙会形
式展现，以旅游宣传为支撑，赋予传
统习俗持续性和生命力，主要目的
是传承和保护二十四节气这一珍贵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镇采用商
业动作模式举办本次活动，全国各
地26家名吃进驻景区，10家非遗产
品在广场展示，取得良好效果，为登
封市告成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起到
很好的推动作用。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图

中岳办事处北高庄村 村民边吃饺子边学防骗

卢店镇申家窑村 暖暖冬至节 浓浓敬老情

本报讯 冬至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
的传统节日，为活跃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登封市卢店镇申家窑村村委会早早做好
准备，组织村“两委”和全村党员一起开
展“暖暖冬至节、浓浓敬老情”主题活
动。除包饺子比赛外，戏曲表演、舞龙、

抬花轿、划旱船等民间文艺节目也让村
民大呼过瘾。“大家一起包饺子、欣赏文
艺演出，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也让大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体会到大
家庭的温暖。”该村志愿者张华伟说。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图

唐庄镇寺沟村 举办首届冬至千人饺子宴
本报讯12月22日，登封市唐庄镇寺

沟村的文化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
凡，寺沟村首届冬至千人饺子宴暨好儿
媳、好婆婆、好家庭等乡风文明评比活动
正在进行。“今年首次举办千人饺子宴暨
乡风文明表彰活动，就是想通过这些活
动，凝聚村民的向心力。”寺沟村党支部
书记任志飞说出了举办活动的初衷。

“寺沟、寺沟，听听村名就知道我们

这里是深山沟。”任志飞介绍，因地处深
山沟，村民种地靠天收，吃水更是困难，
由此寺沟村被定为省级贫困村。

如今的寺沟村，道路平整，村容干
净，村有产业，户有收入。“村里发生这么
大的变化，真得感谢驻村工作队呀！”行
走在村里水泥路上，任志飞不住地夸赞
驻村工作队对村里的支持和帮扶。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保护传统文化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