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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4日，信息社
区党委联合金水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玖久社工等为金水区 11
名军休军干和 619名军队无军
籍退休退职职工（以下简称军
休军工）开展了“情浓军工祈国
泰，巧聚七夕愿民安”七夕传统
文化游园会活动。

本次传统文化游园会共两
类园区 7个集市。来到园区首
先会看到络绎不绝的签到处，
高龄军工在家属的支持下乘坐
轮椅排队签到，现场看到了军
工参与七夕传统文化游园的热
情，每位军工会领取到一个红
色手环和通关卡，红色手环代
表了党和政府的祝福。进入第
一类园区会看到七夕传统文化
知识展，以问答的形式开展，答
对即可获得小印章一枚；进入
七夕诗词欣赏会，诗词的内容
主要为传统文化及爱情的诗
句，接出该诗句的上一句或者
下一句即挑战成功获得一枚小

印章；进入第三个汉字传承谜
语区域，参与者拿到谜题，正确
回答后，获取小印章一枚挑战
成功；进入第四个心愿树寄祝
福区域，参与者写下国泰民安、
亲友家人等方面祝福，挑战成
功即可进入第二类园区。

第二类游园区共 3个小集
市，以娱乐形式让军工体验七夕
节传统习俗。第一个是指甲花
染指甲，看到指甲草可以回想起
儿时染指甲的童年趣事，回看初
心。包染成功后即可获取小印
章进入第二个小集市七彩幸运
球品巧果，七夕吃巧果也是七夕
的习俗，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熟
知，参与者在抽奖箱内随机抽取
1个巧果，品尝巧果即可进入下
一关欢乐套圈图试手巧，参与者
每人 3个套圈，套中即挑战成
功。截止到这一关，所有的游园
游览完毕，可以拿着通关卡到签
到处领取礼品啦。
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赵岩 文/图

本报讯 8月 23日，蓝堡湾
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和孩子们来
到黄河博物馆参观学习，追寻
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共同学
习中华民族在同黄河水患的斗
争中展现的不屈不挠、顽强拼
搏的奋斗精神。

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依次参观了序厅、流域地
理、民族摇篮、千秋治河、治河
新篇、和谐之路6个展厅。展厅
里，600余幅照片、丰富的历史
文献及珍贵的文物标本辅以模
型、录像、雕塑、场景、幻影成

像、三维动画、互动体验等，生
动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地理、地
貌、气候等自然概况，充分展示
了灿烂的黄河文化以及历代水
旱灾害、河患治理、水土保持、
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开发的
远景规划等。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纷纷
表示：“必须在敬仰与图强中传
承历史，在努力学习中传承民
族经典、弘扬黄河精神，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赵岩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农西社区在
创文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凝聚力，把创建过程作为服
务群众、解难答惑、提升自我工
作能力的过程。与辖区居民共
创环境优美、秩序井然、邻里友
善、崇尚道德的文明社区。

人居环境勤整治，物业管理
在提升。文明交通志愿忙，出行
环境显顺畅。文体活动多样办，
文化气息更浓郁。政务服务提
效率，百姓办事满意多。
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赵岩 文/图

农西社区
社区创文多实践 文明创建氛围浓

本报讯 近日，农科院社区
举办了变废为宝“手工大比拼”
活动，辖区居民纷纷将自家的油
桶、洗衣液瓶、饮料瓶拿到社区，
用灵巧的双手将废品变成一件
件富有创意的手工艺品。

活动现场，经过大家的努力，
原来废弃的瓶瓶罐罐、报纸纸箱
都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小装饰品，就
像沙子被打磨成了耀眼的珍珠。
看到一件件精美的艺术装饰品，在
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通

过废物利用，倡导社区居民提升
节能环保意识、促进邻里互助，营
建更加文明和谐的美丽社区。”农
科院社区负责人说。
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赵岩
通讯员 李丹

农科院社区
“变废为宝”环保手工活动大比拼

本报讯 近日，博物院社区
为辖区老人开展了“心灵之
约、幸福前行”心理咨询交流
会活动。

此次活动诚邀社区博爱志
愿服务队里的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心理、家庭伦

理等方面的内容，讲解生活中
遇到问题时应怎样换位思考，
教大家学会应该怎样认真倾
听、理解他人，鼓励大家要活到
老、学到老，安排好自己的兴趣
爱好、过好自己的生活。老师
丰富生动的讲授，解决了群众

心中的疑惑，赢得了居民频频
点头和阵阵掌声。

课程结束后，居民们纷纷表
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同样重
要，希望社区以后多开展此类心
理咨询活动。
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赵岩

博物院社区
开展“心灵之约、幸福前行”活动

信息社区
情浓军工祈国泰
巧聚七夕愿民安

蓝堡湾社区
组织孩子们参观黄河博物馆

“绝代双骄”你最爱哪一骄
呢？小鱼儿、花无缺是古龙先生
武侠小说《绝代双骄》中的“双
骄”。若以貌取人，风流倜傥、少
见风雨的花无缺胜出；若以神取
人，聪明机灵、风雨兼程的小鱼
儿胜出。贾湖遗址出土的
M282-20、M282-21两支骨笛，
在贾湖遗址出土的全部骨笛中
骨质最精美、制作最精湛、工艺
水平最高、音质最优美，所以被
誉为“绝代双骄”。

骨笛“小鱼儿”出土于 1987
年舞阳市贾湖遗址M282号墓，
长 23.6厘米，器形完整，以鹤类
禽鸟中空的尺骨制成。经专家
测定，可以演奏出七声音阶的乐
曲，且因石化而晶莹亮洁，可与
美玉争辉。要在仙鹤翅骨这样
不规则又珍贵的管子上找到吹
孔的完美位置，创作原始人必须
一点点尝试修正，直至完成。至

今，顶级的笛箫调音师都用此法
正音。目前已发现的贾湖骨笛
中，M282-21骨笛“小鱼儿”可为
“中华第一笛”的代表作。M282-
21骨笛“小鱼儿”出土时，断为三
截，但并非入土后所损，它是在墓
主人生前已折断，两处折断的笛
壁上被钻了14个孔，然后用细线
精心缀合后继续使用。在新石器
时代，制作工具极其简陋的大背
景下，制造一支骨笛绝非易事，
可见“小鱼儿”的珍贵。

据悉，早期的骨笛可能只是
为了模仿鸟叫以吸引猎物，随着
时间变化，狩猎之后的欢庆让骨
笛变成了乐器，再后来人类的审
美不断升级，开始需要越来越复

杂的乐音，于是，贾湖骨笛从最
早的五孔到后期的七孔，甚至八
孔，不仅反映出华夏文明的进
步，也让很多研究者改变了对中
国古音乐的看法。史前神器贾
湖骨笛的横空出世，为专家学者
研究中国音乐和乐器发展史提
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小鱼儿”与“花无缺”均在
郑州。在河南博物院“站岗”的
是“小鱼儿”，而“花无缺”藏在“移
花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9000年斗转星移、时代变迁，
生活与艺术日益交融生活……而
贾湖骨笛，也许一直在背影处低
吟着历史的回声。
（方方口述 鲁慧整理）

方方
探宝

方方是个“好导游+解说Plus”，跟着她在河
南博物馆里走走看看，准保咱有收获。走吧，怀
着小期待，跟着她一起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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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的“绝代双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