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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州大剧院负责人介绍，自
去年 11月 8日正式开放以来，郑州
大剧院平均每一天半就有一场演
出。截至目前，该剧院共接待逾 10
万观众、65个艺术院团和近 200批
次的团队参观，并成功举办山河艺
术节、南腔北调戏曲节、零钱音乐
会、音乐下午茶等 4季主题品牌活

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国
际一流的演出。在迎来该剧院开放
一周年之际，集赞送票、1元秒杀、
旧票换新、折上折购票、周年满减等
系列文化惠民活动让喜爱艺术的市
民兴奋不已。

尽管这一年以来受到汛情和疫
情的影响，文化和旅游行业遭受重

创，但是郑州大剧院凭借观众的信
任和喜爱，已经成为郑州新晋文化
地标。一年来，郑州大剧院在弘扬
黄河文化、唱响主旋律方面也下足
了功夫。2021中国（郑州）黄河文
化月开幕式等多项重大活动的成功
举办，标志着郑州大剧院正在向着
国际一流综合性剧院迈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
瑜）近日，作家赵富海的纪实文学
《千秋二七》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
版，这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工运斗争史、抒写二七英雄感人
故事的作品将读者的思绪再一次带
回那个精神闪亮的特殊年代。

大工业文明的曙光刚刚照亮中
国大地、军阀割据还十分猖獗，郑州
的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1923
年2月1日在郑州普乐园（现二七纪
念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2月4
日，为抗议军阀破坏大会，总工会宣
布京汉铁路总罢工，2月7日军阀枪
杀工人领袖，酿成震惊世界的“二七
惨案”……该书包括“林祥谦，生命、
信仰为一体”，“施洋，历史的选择，家
国情怀至深至远”等12部分的内容，

生动再现了那段风云激荡的红色历
史，揭示了“二七精神”所蕴涵的千里
同轨、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坚定信
念、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顽强拼搏、
勇为前锋的斗争精神，忠诚为民、不
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二七精神是郑州城市精神！
不能让二七先烈成为遥远的无名
大众！”赵富海说，如此沉重而遥远
的情感和记忆，有着超越时空的力
量，关于二七，关于英雄，留给人间
一座丰碑，一块精神高地，“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以温情与敬意抒写这
段历史，让二七英雄永远活在我们
的心里，化作日常生活的意义——
团结、集体主义、不忘初心。再过两
年，二七工运 100周年，千秋二七，
精神永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
华）记者昨日从省文旅厅获悉，
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结果出炉，全国共有 183
个县（市、区）、乡镇（街道）入选。
其中，河南入选的有8个。

河南省有8个县（区）、乡镇入
选，分别为：平顶山市宝丰县（曲
艺）、鹤壁市浚县（社火）、信阳市
光山县文殊乡（花鼓戏）、周口市
淮阳区（泥泥狗）、商丘市永城市
高庄镇（舞狮）、焦作市山阳区苏
家作乡（龙凤灯舞）、安阳市汤阴
县（跑帷子）、商丘市民权县北关
镇（农民画）。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
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文化惠民项
目，自 1987年起开展评审命名和
建设工作，每三年重新评选一次，
已成为推动我国民间文化艺术事
业繁荣发展、丰富活跃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的重要项目。

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注重入选者在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带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促进文旅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中发挥的作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
燕）近年来，河南在推广功夫文化
方面不断拓宽思路。近日，河南
省嵩山少林寺武术馆携功夫儿童
剧《少林小子》在上海精彩上演，
为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再推精
品力作。

据了解，《少林小子》是一部
融合功夫、舞蹈、音乐、戏剧等多
元素的儿童剧。此次，该剧在上
海广富林水上剧场演出，吸引近
2000名观众。在收获欢声笑语和
阵阵掌声的同时，为到场青少年
观众上了一堂自强不息、团结合
作的励志教育课。

该剧讲述了活泼调皮的主
人公“浩林”被父亲送到少林寺
习武，结识了两个好伙伴“胖子”
和“眼镜”。三个小伙伴在习武
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
趣事。该剧以武化舞，用优美而
又帅气的肢体语言结合电声融
合的动感舞蹈，来展现少林拳
法、童子功、象形拳等少林绝学，
获得上海观众纷纷点赞。

据悉，《少林小子》也是继《少
林武魂》后豫沪文化再次成功合作
的典范，该剧还将陆续赴烟台、杭
州、苏州、重庆、南京等城市巡演。

2020 年 11 月 8
日，郑州大剧院这艘令
人瞩目的“艺术之舟”正
式扬帆起航。该剧院开
放一年来，共接待逾10
万观众、65个艺术院团
和近 200 批次的团队
参观，并成功举办山河
艺术节、南腔北调戏曲
节、音乐下午茶等系列
主题品牌活动，让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
国内外一流的演出。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桑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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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受疫情防控影响，虽
处于闭馆期间，郑州大剧院仍然
通过各种线上活动继续与粉丝互
动，分享精彩、传递幸福。从 10
月份开始，该剧院就已拉开周年
演出季的大幕。上海评弹剧院、

《蒋公的面子》、国风经典《仙剑
奇侠传视听音乐会》等演出已成
功落地，今年最火舞剧《只此青
绿》、《大饭店》、刘晓庆主演的
《风华绝代》、经典喜剧《糊涂戏
班》、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

新年音乐会等重磅大戏也即将与
观众见面。目前，首批集赞送门
票的中奖名单已经公布，1 元秒
杀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观众可
以通过郑州大剧院公众号了解活
动详情。

线上活动继续与粉丝互动

每一天半就有一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