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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河南省
艺术摄影大展10日开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
华）12月 1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第十七届河南省艺术摄
影大展”在河南省文化馆开展。

河南省艺术摄影作品大展每两
年举办一届。每一届的艺术摄影大
展都是河南摄影工作者丰硕的艺术
成果展现，这一届更是硕果累累。据
介绍，本届大展共收到来稿作品8742
幅（组），为历届来稿总数之最。作品
经初评、复评及终评，共选出获奖作
品162幅（组），奉献给观众。

本次大展参展摄影作品题材丰
富，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在摄影家的
镜头下，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有小
康梦圆的幸福笑脸，有绿水青山的
美丽家园，也有万众一心抗击新冠
疫情、军民团结战胜暴雨洪灾的精
彩瞬间。

从这一幅幅精彩的画面中，能
够聆听到伟大祖国阔步前行的隆隆
足音、中华民族圆梦征途上嘹亮的
赞歌，也能够切身体验到中原儿女
在奋斗中获得的幸福，将鼓舞亿万
中原儿女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

12月“全民读书月”郑州
图书馆推出30余场活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幸格）如何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本月为“全民读书
月”，郑州图书馆推出30余场精彩纷
呈、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读书活动。

据了解，“全民读书月”活动期
间，郑州图书馆开展的线上线下讲
座有：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钱
逊主讲的“读《论语》，学做人”，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主讲的“家
庭生活中的梁启超”，清华大学历史
系教授张国刚主讲的“何问西东：丝
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等 20余场。
少儿系列活动有启源故事会、科技
课堂、“漫画中国”有声图书推荐以
及非遗系列活动。线下展览有：第
四届中国阅读上榜图书展、“童眼看
非遗”优秀作品展等。通过举办系
列活动，满足读者看图书、听讲座、
观展览、来学习的多样化需求。

想要参与的市民读者可关注郑
州图书馆官方网站或者微信订阅号
了解相关活动情况及报名要求。按
照公共文化场馆疫情防控常态化开
放要求，读者到馆需预约、验健康
码、测体温、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
全距离。读者可通过郑州图书馆微
信订阅号提前在线预约。

《咬文嚼字》一直以来的一大
特色就是语文“纠错”，倡导语文规
范，提倡用纯正美丽的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这种理念也贯穿到了每年
的流行语评审中。比如今年的网
络语词“yyds”“绝绝子”“夺笋”等
十分流行，《咬文嚼字》并不反对部
分网友使用它们，但他们也绝不赞
成让它们进入年度流行语榜单。

据悉，“yyds”在进入专家讨论
环节之前，就被删除了。黄安靖
说：“我们一直不主张选字母词，因

为所谓字母词不是纯正的汉语符
号。我们评选的是我们母语的年
度流行语，为什么要选由西文字母
组成的‘字母串’呢？类似的，还有
yygq，gkd，xswl，emo，等等。”

除此之外，像“绝绝子”在今年
的热度确实也很高，在同样的环节
被删除。原因是它在构成上“游戏
化”倾向明显，与典型的汉语构词
规律有出入。“夺笋”是纯谐音字符
串，缺乏语言学价值，也在第一轮
筛选中被删除。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
燕 文/图）作为郑州大剧院“南腔
北调”戏曲节活动的两大亮点剧目，
12月 8日晚，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
带来的豫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在
该剧院精彩上演，150分钟的演出让
观众直呼过瘾。昨晚，豫剧《白蛇
传》继续上演，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吴素真饰演的白素贞形象令人印
象深刻，演出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12月 8日晚，豫剧名家——河
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专程来到郑州
大剧院“南腔北调”戏曲节现场。出
色的表演，醇正的唱腔，精彩的开
打，大气的舞美，尤其是大破天门
阵的精彩打戏点燃全场，观众纷纷
用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舞台上的演
员。豫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故

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在原
汁原味的豫腔豫调中，观众被穆桂
英与杨宗保的爱情故事甜入人心，
同时也为二人率领三军大破天门
阵拍案叫绝。

昨晚上演的豫剧《白
蛇传》同样十分精彩，剧中
的白素贞由国家一级演员
吴素真领衔主演。吴素真曾
荣获第二十九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全国豫剧“百团争霸赛”金奖、
第十三届河南省戏剧大赛文华表
演一等奖、第九届香玉杯艺术奖第
一名等多项荣誉。

“咱河南的豫剧演员们演得真
不赖！俺们全家是专门从登封赶来
看演出的。”昨晚，不少观众走出剧
场纷纷表示，精彩的演出让大家感

受到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希望今后
能欣赏到更多传统经典剧目。

扫码看
年度十大
流行语详解

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出炉 你知道几个？
《咬文嚼字》回应“yyds”“绝绝子”等不入选原因

12月8日下午，有“语言界啄木
鸟”之称的《咬文嚼字》杂志对外发
布“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包括：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康、赶考、
双减、“碳达峰，碳中和”、野性消费、
破防、鸡娃、躺平、元宇宙。《咬文嚼
字》执行主编黄安靖也第一时间接
受媒体采访，详细解读了今年“十大
流行语”出炉的评选标准，以及一些
今年确实被老百姓用得很多的“热
词”，最终未能入选的原因。
郑报全媒体记者 叶霖

反映党伟大担当的热词多
黄安靖表示：“评选标准上，我

们还是坚持了一贯的原则，主要考
虑所选条目两大‘价值’。”这两大
“价值”分别是社会学价值和语言学
价值，同时也必须要反映年度特征。

在反映年度特征方面，因为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所以
社会语文生活中出现了一批反映我
党100年来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
伟大成就、展现的伟大担当与气魄
的热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
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而“赶考”也生动地展现出了中
国共产党人一路披荆斩棘，在探索
中铸就辉煌、不断开创未来的奋斗
姿态。

带有“歧视”词条落选
在《咬文嚼字》看来，评选流

行语其实也是对社会文明道德
规范在进行甄别。黄安靖强调：
“我们坚决遏阻庸俗、暴戾语言
的传播，倡导建设健康文明的语
言环境。”

黄安靖举例说，今年“社交牛
X症”“社交恐惧症”“社会性死亡”
等“三社”的落选，就和这一考虑有

关。他还提到，像“小镇做题家”也
是因为有对某类人群有“歧视”的
嫌疑而落选。

相反，黄安靖说“躺平”虽然含
有“消极”色彩，但“我们通过词条
阐释做了积极引导，并明确指出：
年轻人应理性地看待竞争，以积极
的态度面对压力，永不放弃，为理
想和未来努力奋斗。”

不赞成字母词，因为其非汉语符号

豫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白蛇传》郑州大剧院演出

戏曲节精彩纷呈 经典豫剧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