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任梦薇）记者昨日从郑州博
物馆获悉，为让公众更好地
了解郑州博物馆，感受中原
文化魅力，该馆特推出十大
“镇馆之宝”评选活动。

此次活动推荐的兽面乳
钉纹铜方鼎、牛首铜尊、青釉
瓷尊、苏轼书《醉翁亭记》刻
石、九鼎八簋等30件候选文
物，由该馆专家依托郑州博
物馆馆藏文物精选而出，均
是具有代表性、文化价值较
高的精品文物。

观众可关注郑州博物
馆公众号和微博为心目中
的“镇馆之宝”投票，并积
极参与微信留言互动。同
时，郑州博物馆为微信留
言获赞前30名及该馆微博
转发抽奖的20名观众准备
了奖品，活动评选截止时
间为9月24日23时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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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彭茜雅/文 李新
华/图）第七届中国诗歌节9月
21日在河南郑州开幕。9月20
日，河南省诗歌学会在黄河科
技学院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院的
黄河会客厅，公布郑州十大诗
歌打卡地。

“诗歌艺术的盛会，人民
群众的节日。”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
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七届中国诗歌节，9月
21日至 27日在郑州举办。在
此背景下，河南省诗歌学会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经由广大诗歌爱好者推选评
议后遴选出十大诗歌打卡地。

9月 20日上午，黄河科技

学院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院院
长徐建勋，公布了这十大诗歌
打卡地，分别是杜甫故里、刘
禹锡公园、李商隐公园、白居
易文化园、郑风苑景区、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北龙湖湿地
公园、二七塔、黄河文化公园
和汲古瞻园。

中原故地，文化璀璨，这
里不仅是汉字的发源地，还诞
生了中国最早的诗歌和诗歌
总集，包括唐诗宋词在内的辉
煌诗篇集聚于此，光焰震古烁
今，为中华文脉注入了蓬勃气
质。今天的郑州，既继承了
《诗经·郑风》的古典浪漫，又
充满着新时代昂扬的诗情，诗
人、诗作和各种以诗歌为主题
的大众文化活动层出不穷，具

有浓厚的诗歌文化氛围。
中秋、国庆节假前夕，第七

届中国诗歌节在郑州举办，是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
实践，也是展示新时代诗歌百
花竞放生动景象的宽广舞台。
为更好地展示河南的悠久历
史、诗歌文化和时代风采，调动
更广大的社会力量共襄诗坛盛
会，为第七届中国诗歌节营造
“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河南
省诗歌学会联合黄河科技学
院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院、豫记
一起，8月 29日在河南巩义杜
甫故里发出了全民参与第七
届中国诗歌节的征集令，其中
包括“诗歌豫故乡 诗月郑团
圆”诗文短视频征集和郑州十
大诗歌打卡地的征集。

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宋莹玉/文
李新华/图）嵩岳苍苍，大
河泱泱。以“诗在中原
歌咏中华”为主题的第七
届中国诗歌节9月21日至
27日在河南郑州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
者，欢聚“天地之中、华夏
之源、功夫郑州”，共享峥
嵘文化，会谈悠久文明。9
月20日上午，中国作家协
会《诗刊》杂志社主编李少
君抵郑，并在迎接现场进
行祝福书写。

“河南是中国人民的
老家，河南也是中国诗歌
的发源地，我们来到郑州

参加第七届中国诗歌节，
实际上是来寻根，寻找中
国诗歌的根。”谈到对于
此次活动的期待，李少君
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意
义非常重大的活动，也是
一个将永远对未来和历
史产生影响的诗歌活动。”

中国是诗的国度，老
家河南，拥有历史最为悠
久、影响最为广泛的诗歌传
统。李少君说：“在郑州举
办中国诗歌节，可以说是
回到了中国诗歌的一个源
头，必将对河南的文化建
设产生深远影响。我相信
诗歌节的举办，将为新时
代诗歌创造新的奇迹。”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秦华/文 通讯
员 贾博 泽鑫/图）9月19日
晚，“梅绽新时代”——庆祝
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 40周
年暨第 13届河南省戏曲红
梅奖大赛颁奖晚会在济源
市举行，为此次大赛画上圆
满的句号。20多位荣获中
国戏剧梅花奖的戏剧名家
齐聚王屋山下，与本届红梅
奖金奖获得者联袂向观众
奉献了一场精彩演出。

河南省戏曲红梅奖大
赛创办于2003年，是由河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南
省戏剧家协会共同打造的
戏曲品牌活动之一，其上承
黄河戏剧节，下接河南少儿
戏曲小梅花大赛，是河南省
戏曲人才梯队建设中的重
要一环。经过近 20年的发
展，河南省戏曲红梅奖大赛

已成功举办了12届，成为我
省广大中青年戏曲人才切
磋技艺的擂台、展示才华的
舞台、展翅腾飞的平台。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文
联、河南省戏剧家协会、济
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
宣传部联合主办，以“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为宗旨，以
展现成果、发掘人才、引领
创作、再攀高峰为导向，既
是全省戏剧界集中展示文
艺成果的交流盛会，也是全
省戏剧人才观摩切磋、学习
提高的实践课堂。

经过各省辖市剧协、省
直院团院校等推荐，共有
165名选手进入到本次大赛
正式比赛环节。9月 13日
至 19日，这 165位选手分为
演唱组和器乐组，在济源进
行了8场比赛。参赛剧种涵

盖豫剧、曲剧、越调、京剧、
昆曲、宛梆等多个剧种。经
过激烈比赛，最终有30位演
员和12位演奏员获得金奖。

19日晚的颁奖晚会上，
张春玲、金不换、汤玉英、申
小梅、虎美玲等20多位梅花
奖得主轮番登台，与本届红

梅奖金奖获得者联袂表演
了《红色娘子军》《穆桂英挂
帅》《村官李天成》《朝阳沟》
等著名剧目选段，赢得观众
阵阵掌声。

据悉，河南省戏曲红梅奖
大赛于2022年永久落户济源，
本届大赛是落户后首次举办。

郑州十大诗歌打卡地出炉
天地之中建筑群、二七塔、黄河文化公园等上榜

《诗刊》主编李少君：
在郑州寻找诗歌源头

第十三届河南省戏曲红梅奖大赛落幕

20余位梅花奖得主演绎戏曲名段
郑州博物馆邀你
为“镇馆之宝”投票
9月24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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