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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郑市委
五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大力实施文化特
色彰显工程，力求文化建设高品位，打
造文艺精品，用优秀文化滋养市民文明
素质提升，展示新时代新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成果，新郑市 2020年“出彩
新郑”系列文化活动近日推出。

此次活动由新郑市委宣传部、新郑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新郑市文
化馆、新郑市图书馆、新郑市豫剧文化
演艺中心、新郑市体育中心承办。活动
从2020年8月至2020年12月，为期5个
月时间。

活动一：戏曲进校园活动。9月至
11月在全市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抽调
业务骨干走进校园进行业务指导，并结
合视频电教学习，欣赏名剧、名段。推
荐培养戏迷小精英参与新郑市全民大
联欢。活动旨在使学生了解戏曲，喜爱
戏曲，感受河南地方戏曲的韵律所在和
艺术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活动二：全民健身活动。将在全国
第 12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推动
“醉美·夜新郑”夜健活动，8月中旬开展
2020年新郑市“推动全民健身 助力全
面小康”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项目包
含健步走、乒乓球、羽毛球、篮球，丰富
职工文体生活，倡导运动健身生活理
念，促进职工健康素质提升，助力全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活动三：“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戏曲比赛。8月中旬在炎黄广场开
展戏曲大赛，活动分为成人组和少儿组
（14周岁），预赛和决赛。奖项设置：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
奖9名。

活动四：广场舞比赛。8月下旬在
体育中心开展广场舞比赛。奖项设置：
一等奖7名，二等奖9名。

活动五：器乐比赛。9月上旬开展
在文化馆开展器乐比赛。分为钢琴、西
洋乐器、民族乐器三组比赛，预赛和决
赛。奖项设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3名。

活动六：舞林大会。10月中旬在文
化馆开展舞林大会。分为独舞、双人
舞、三人舞、街舞四种舞种，预赛和决
赛。奖项设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3名。

活动七：“我要上春晚·出彩新郑
人”。8至 9月开展全民歌唱大赛，分预
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
秀奖6名。

活动八：新郑市少儿口才培训和少
儿辩论赛。8月中下旬开展少儿口才培
训活动，培训项目包括空乘播报、贯口、
个人演说、诗歌朗诵等内容。少儿辩论
赛，通过特定辩题的比拼，决出最佳辩
手和最佳辩友。还将开展读者之星颁
奖仪式和“我心目中的城市书房”征文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活动九：新郑市曲艺采风活动。8
月中下旬邀请河南省、郑州市曲艺专家
开展新郑市曲艺采风创作活动，创作具
有新郑文化特色的曲艺作品用于后续
文化演出活动。

此次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繁荣新
郑文化市场，丰富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努力实现文化高品位，激励和鼓舞
全市人民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副中心
做出新贡献。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沛

本报讯“墙上青山云未扫，蛱蝶身
前绕。木屋胜桃源，玉米葫芦，篱畔南瓜
老。紫苏送爽蝉鸣悄，扁豆金莲小。纱幔
舞轻扬，慢品时光，翠色茶香袅……”这是
游客刘淑玲女士笔下描述的坐落于新郑
市辛店镇王庄村的一处农家庭院。记者
日前探访了这座别具风味的农家院。

秋意初上，盛夏浓装犹存。茂密的
葫芦藤蔓遮掩了木篱笆围墙，木门一侧
两个诱人的“宝葫芦”为简易门庭增添了

几分艺术气息。走廊里垂挂的纱幔随风
起伏，梁柱上红红的中国结与木制构造
房屋和谐吉庆。院中的葫芦、南瓜、蔷薇
等藤蔓沐浴着秋日阳光，鸟雀弄声，蝴蝶
翩飞，让人恍然有一种置身于小的“世外
桃源”。

“庭院设计与布局是我们俩个共同
完成的，当初这个廊厅过道共有五根木
柱，在建造的初期感觉太密改成三根，这
样子显得更加亮堂。院中多为老物件与

植被相搭配，更显得古朴典雅，这不还有
三个拆老房时留下的水缸，将来要设计
成由上往下而泻的水系小景观……”农
家院的主人孙新跃、王芳讲述了庭院新
的设计与规划。孙新跃指着正对大门的
木案，“这是四块旧床邦拼在一起的，放上
晒酱豆的大红坛子，色彩的搭配与视觉的
反差，在这里去欣赏宛如一幅图画。”

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观皆为
孙新跃与王芳构思的巧妙融合，从大小错
落有致摆放的金钱莲，还有信手拈来的紫
苏，再到屋檐下随手下锅的玉米菜，无不
透露出主人憧憬向往原生态的生活。

“客厅还没有放置家具，一直寻思着
怎样协调的搭配，只有一张木椅倒是显
得宽敞了许多，闲时我和爱人都会在这
里探讨养生知识,为到来的亲朋送上健
康知识,让大家都能过上幸福、和谐、惬
意的生活。”孙新跃说。

新郑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张慧芸告诉
记者，新郑市妇联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为契机，2020年持续推进“美
丽庭院”创建等工作，组织引领全市广大
妇女及家庭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整治、爱
国卫生运动、生活垃圾分类、文明家风培
育等活动，切实实现“庭院环境美、家庭
生态美、人人内在美”，让一个个庭院成
为乡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共
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郑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郑韩故城和唐户遗址保护规划

本报讯 河南省政府日前发文公布
了一批（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规划，其中有新郑市的唐户遗址和郑
韩故城2处国保单位。保护规划要求各
有关地方和部门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
方针，切实做好保护规划实施工作。

郑韩故城是国务院 1961年公布的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新
郑市区周围，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
城遗址。郑韩故城与新郑市区高度重合，
保护管理难度极大。2006年，国家文物
局将郑韩故城划入100处大遗址重点保
护项目之一。同年4月，新郑市委托同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郑韩故城遗址保
护规划，2008年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后，于
2010年 7月 26日，获郑州市政府公布实
施。为更好地协调遗址保护管理和城市
社会经济发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
新郑市于2016年启动了保护规划修编工
作，新的保护规划于2019年11月21日经
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根据专家意见修改
后获得省文物局核准通过。

唐户遗址位于新郑市区南 13公里
的观音寺镇唐户村周围，潩水河和石洞
寺河在遗址南部汇流，面积超过 130万
平方米。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在遗址

中分别发现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夏商文化、两周文化的遗存，延
续时间长达 6000年。不仅发现了各时
期不同类型的遗迹，还出土了一大批珍
贵文物。2007年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进行的发掘项目还被评为当年的“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唐户遗址保护规
划》于 2017年 12月 28日获得国家文物
局批复同意。

保护规划的公布，为 2处国保单位
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提供了详细的
操作细则，为文物执法工作也提供了明
确的法律依据。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凯

多姿多彩，美不胜收
新郑启动2020年

“出彩新郑”系列文化活动

本报讯 由新郑市委宣传部、新郑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湖镇主办
的龙湖镇百场文艺巡演首场演出活动
于 8月 9日晚走进侯庄村，这也标志着
2020年龙湖镇的各项文艺演出活动拉
开了序幕。

本场演出经过层层选拔，把龙湖镇
西部各村的优秀文艺爱好者、优秀文艺

团队、优秀节目进行了集中挑选和审核，
反映出龙湖镇广大群众的良好精神风
貌，有助于提升全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档次和水平。

此次演出形式多样，以舞蹈、小品、
诗词朗诵、戏曲、歌曲等形式充分展示了
广大劳动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热
爱，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在场群众的阵阵

掌声。
此次百场文艺演出走进侯庄村，丰

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了侯庄村开展
文明实践、弘扬核心价值观。在活跃群
众文化活动的同时，唱响“四个自信”，弘
扬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提高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新郑市2020年百场文艺巡演进基层
暨龙湖镇“寻找村宝”活动走进侯庄村

新郑有序推进“美丽庭院”创建进行时

新郑这家“最美庭院”美“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