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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冉红政 通讯
员 娄璞 刘博闻）“民企看
郑州·同心谋发展”，昨日，
由郑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管
城回族区人民政府主办，管
城区工商联、管城区商务局
承办的走进管城招商推介
会在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召开。

据悉，该活动以宣传推
介优化营商环境和招商引
资政策，吸引更多企业来管
城区投资兴业为导向，以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
冲刺”的竞进姿态，开辟招
商引资“新战场”，打造项目
谋划“强共赢”，为全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管城区拥有丰富的文

化底蕴，辖区内平台广阔、
潜力巨大。商代都城遗址
文化区、管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郑州南站枢纽产业园三
大板块建设引领着管城蓄
势腾飞。管城区要打造“文
商旅”个性化经济区，城市
的发展既离不开古朴文化
风貌，也离不开现代化产业
体系。区委、区政府制定出
台的高质量发展 36条扶持
政策，及时为企业提供一流
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实现
管城从传统街区变成活力
街区，创建“生活、就业、交
流”一站式的创新创业环
境，加大金融投资产业圈，
让更多的金融投资作为企
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让企业
家们在管城放心投资。

漫步在大隗村，一条
1.5公里长街——大隗街依
东西向穿村而过，以镇政府
旧址为中心串起了这个传
统村落的千年历史。据了
解，自西周时期，诸侯国古
密国设都邑于此，大隗村开
启了有记载的行政区域治
理。随后历经朝代变迁、战
争纷乱，大隗村始终为密县
的重镇、区所在地。

历史给大隗村留下了
丰富的遗迹和遗产，尤以城
寨、庙宇和院落为要。以院
落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全
村传统建筑物占村庄建筑

总面积的比例约为 25%。
这些院落属北方四合院建
筑类型，风貌淳朴自然、颜
色古朴单一、外观高耸封
闭，呈现出防御戒备的效
用。门楣、窗棂以及屋脊上
镶嵌青砖雕刻的花纹图案、
吉祥字样，使得建筑轮廓线
条丰满舒展，既古朴典雅，
又不失灵动飘逸。

“在我们村，随手一摸，
便是上千上百年历史。”大
隗村党委书记、村主任孟冠
亭介绍，全村共有明清时期
刘家大院、孟家大院等 10
余处四合院，有卓君庙、文

昌阁、祖师庙等 14处庙宇，
以及郑州市文物保护单
位——密国城遗址。“还保
留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习
俗。溱洧婚俗六礼之仪从
中原地区推向全国；敬火神
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数百
年的历史；大隗舞狮大铜乐
2012年入选郑州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确定为
第四批郑州市非遗项目；大
隗荷叶饼制作技艺、大隗牛
肉制作技艺入选新密市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隗烧饼也正在积极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孙庆辉）文艺
只有扎根在基层的土壤，才更
有生命力。3月27日，郑州市
“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
曲剧团专场演出在高新区枫
杨办事处大谢村拉开帷幕。

演出中，曲剧团的演员
以扎实的演唱功底和娴熟
的表演技巧，将戏曲中的人

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赢
得台下戏迷阵阵掌声。

本次曲剧团专场演出
持续 6天共 12场，《徐九经
升官记》《卖苗郎》《姑苏遗
恨》《卷席筒续集》等 4部精
彩曲目将分别在枫杨办事
处大谢村、双桥办事处榆林
润泽苑小区、石佛办事处五
龙口村等村、社区轮番上演。

新密大隗村：

城寨+庙宇+古院落
随手一摸便是“千年”

3 月的新密市
大隗镇大隗村，春色
正浓，春花娇艳，正
是赏景的好时节。
日前，大隗村入选国
家第六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记者来
到大隗村，古朴的四
合院、庄严的庙宇，
还有一项项非遗项
目，无不展示着这个
千年村落的厚重文
化和历史魅力。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薛璐 通讯员
张广武/文
李焱 唐强/图

保存完好生活气息依然浓厚的古院落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等
六部门公布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新密
市大隗镇大隗村、超化镇超化村，登封市大金店镇
袁桥村、白坪乡寨东村4个村落入选。按照要求，
这些村落将按照“一村一档”建立完善中国传统村
落档案，于今年9月底前完成挂牌。

即日起，记者走进传统村落，近距离感受这
些古村落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文
化景观，走访了解在乡村振兴发展大势下传统村
落的出路和潜力。

■开栏的话

近年来，为尽快推动古
村落“活起来”，平衡好乡村
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大隗镇党委、政府的领导
和支持下，大隗村融入全镇
“一镇五区”布局，即以大隗
镇创建国家卫生镇、省级文
明镇为引领，将古村落的保
护与利用融入美丽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五

星”支部创建和镇区有机更
新等工作中，持续开展“六
乱”“六清”行动，抓好“四美
乡村”“五美庭院”建设，陆
续完成太阳能路灯安装，村
级文化广场、停车场筹建等
工程，打造规范有序、亮绿
净美的镇区新形象。

“美丽乡村的建设让
传统村落更宜居。”孟冠亭

说，道路通了、路灯亮了、
广场美了，群众的日子也
越来越好了，“下一步，我
们将进一步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整体提升村容村貌，
加大文旅产业的投入和支
持，盘活古建筑价值，让传
统村落的发展驶入乡村振
兴的快车道，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

“美丽乡村的建设让传统村落更宜居”

“在我们村，随手一摸，便是上千上百年历史”

“民企看郑州·同心谋发展”
招商推介会走进管城区

6天大戏送到家门口
郑州市曲剧团专场演出走进高新区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王赛华 鲁慧
通讯员 杨勇）昨日，“水投
1号”双铰接复合式土压平
衡盾构机在中铁装备郑州
基地下线。该设备将应用
在河南省前坪灌区北干管
汝阳供水工程项目施工二
标段，推动河南水利工程隧
道施工由传统“钻爆法”向
“智能机械化掘进机”工法
快速转变。

昨日下线的“水投 1
号”小直径复合式土压平衡
盾构机，是为河南省前坪灌
区北干管汝阳供水工程项
目量身打造的掘进利器。
设备总长度 155米，整机总
重约 320吨，开挖直径 3.86
米。“针对复杂地质条件，

‘水投 1号’搭载了小刀间
距复合刀盘、刀具磨损带压
实时检测等创新技术，将有
效解决破岩、轴承偏载、穿
越风险源、长距离掘进磨损
寿命等难题。”中铁装备掘
进机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董
亚岭说。

“水投 1号”是河南水
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购买
的第一台盾构机，随着设备
的投入使用，将极大提高水
利工程隧道施工机械化、智
能化、信息化水平。项目建
成后每年可供水 4580万立
方米，可解决汝阳城区及沿
线 8个乡（镇）约 30万人的
安全饮水、开发区企业生产
用水和3.5万亩农业灌溉用
水问题。

助力河南水利工程隧道施工
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

“水投1号”复合式
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郑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