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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票 连演8场
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
《猫》来郑州啦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从郑
州大剧院获悉，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

《猫》2024中国巡演郑州站首轮开票
7月10日正式开启。这也是《猫》阔别
5年再次开启中国巡演，并于今年 12
月首次来郑，定档于 12月 20日至 26
日，在郑州大剧院连演8场，让郑州市
民一次过足瘾、尽享世界顶级音乐剧
盛宴。

《猫》以杰里科猫族一年一度的舞
会为背景，讲述个性鲜明的猫儿们为
了争取一个重生机会轮番登场，用动
人的歌唱和迷人的舞姿娓娓诉说各自
的故事。该剧从“猫性”中窥探“人
性”，以猫的视角折射出人生百态。

《猫》中 流 传 度 最 广 的 经 典 歌 曲
《Memory》成为亿万人心中的时代典
藏。莎拉·布莱曼和伊莲·佩姬等著名
艺术家的深情演绎，更是让这首歌曲
传唱不衰。

《猫》由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
德·韦伯倾力创作，曾在美巡演16年2
个月之久，打破美国最长巡演纪录，成
为百老汇历史上连续演出时间最久的
音乐剧。自1981年首演至今，以其非
凡的艺术成就，获得全球四大音乐剧
之一的美誉。

此次郑州站首轮开票于 7 月 10
日 11:00在聚橙网、大麦、猫眼等多个
票务平台同步开票。首轮开票推出
早鸟八折限时一周优惠（最低两档除
外）。学生凭学生证，残疾人、现役军
人、65周岁以上的长者凭本人有效证
件可到售票处窗口购买 50元指定区
域门票。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 7月9日，
记者从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该厅联合河南省文物局，结合我
省实际印发《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申报管理办
法（试行）》。

据悉，该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
域内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
史文化街区的申报和批准工作。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
化街区的申报和批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同时规定了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省级历史
文化街区的申报条件标准，包括申报
所需的历史文化价值及能够体现历
史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和空间环境。

其中，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
载体和空间环境需要体现特定历史
时期的城市格局风貌，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保存完好。历史文化街
区不少于 1片，每片历史文化街区的
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 1公顷；50
米以上历史街巷不少于 2条；历史建
筑不少于10处。同时，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不少于 10处，保存状态良好，且
能够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核心价值。

历史文化名镇需现存文物保护单
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
不小于4000平方米。历史文化名村现
存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
筑总建筑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

此外，按规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传 统 格 局 应 基 本 完 整 ，且 构 成 镇
（乡）、村格局和历史风貌的街巷、环
境要素是历史遗存原物，保存文物丰
富或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则需要具有
一定规模和真实的物质载体和空间
环境。一是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基
本完整，且构成街区格局和历史风貌
的历史街巷和历史环境要素是历史
存留的原物，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
于1公顷；二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
史建筑集中成片，核心保护范围内文
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
保护类建筑的用地总面积不小于核
心保护范围内所有建筑用地总面积
的60%。

“博物馆+公园”来了
博物馆文创市集
亮相紫荆山公园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传统纹饰
绘扇、手工木作体验……荷花盛开时
节，“清廉花开·荷你相约”博物馆文创
市集 7月 9日在紫荆山公园荷花塘边
成功举办，9家博物馆带着各自的特
色文创产品组团亮相，博物馆的历史
文化与公园联手打造宜居、多彩的城市
公共空间，既满足了观众逛公园的休闲
生活需求，又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得到了现场观众的广泛赞誉。

据了解，本次在公园里举办的文
创市集由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紫
荆山公园与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主
办，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等 9家博物
馆承办。

荷塘边、树荫下，各博物馆结合与
“荷”相关的文物和文创，开展文物宣
讲、进行文创展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
与其中。活动现场，3枚“清廉花开·
荷你相约”主题印章及各博物馆特色
印章吸引了市民纷纷打卡，在公园休
闲的同时也能享受博物馆的精神大
餐，令观众惊喜不已。

“荷你相约·清凉一夏”文博课堂
将博物馆有限的互动体验空间“搬”到
了环境优美的公园，汇集了各博物馆
和公园多样的文博活动，包括背诵《爱
莲说》赢奖励、创意填色、传统纹饰绘
扇、手工木作体验等多个项目。雨后
赏荷，加上丰富多彩的文创市集、生动
有趣的文博课堂，带市民沉浸式体验
来自博物馆的文化的魅力。

我省印发《管理办法》

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和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条件标准

··文化重地文化重地

奥运会日益临近“背着”空调去巴黎？
中国代表团已购置了移动空调

巴黎奥运会日益临近，有关奥运的话题也逐渐升温。本届奥运会
的最大“创举”就是奥运村里不安装空调，这不仅引发了各国运动员的
担忧和反对，在互联网上更是被群嘲。但争议归争议，组委会仍岿然不
动，断然不会收回成命。如此，今年的奥运会将会出现代表团自带空调
参赛的奇观。直通巴黎奥运会

“极限环保”挑战极端天气

对于奥运村不安装空调，
组委会早就有声明。一方面，
是考虑到巴黎属于温带海洋性
气候，夏季的高温天气原本就
不多；另一方面也是践行环保
奥运理念的具体体现。按照组
委会的计划，巴黎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目标是将二氧化碳排放
量减半，除了使用节能建筑材
料，不装空调也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一大举措。

当然，组委会也不是简单
粗暴的单纯取消空调。据称奥
运村有一套设计独特的“地温冷
却系统”：利用奥运村建筑内的
管道，在炎热的天气下，塞纳河
水将在管道内循环，起到恒定温
度及散热的效果，降低建筑物的
整体温度。这套系统可以让室
内温度比室外低6℃~10℃。

但听上去很美的冷却系
统，且不说在具体运行中能否
实现预期效果还有待检验，即
便真的能实现 6℃~10℃的目
标，在极端天气下也远远不够

“解渴”。虽说属于温带海洋性
气候的巴黎在夏天多数时间算
得上凉爽宜人，但在全球变暖
愈发严重的趋势下，奥运会期
间出现炎热的天气情况也是大
概率事件，人们不会忘记去年
夏天频频传出的欧洲热浪袭人
的新闻。

在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盛
事当中，用“极限环保”来应对
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巴黎这
一次赌得够大的。

对于每一位普通人来讲，在夏天
的第一要务就是防暑降温，炎热天气
会给人体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而对于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运动
员而言，这就更重要。每天要进行高
强度训练、高能量补充的他们，身体产
生的热量要比普通人高得多。

在医疗保障措施非常先进、完善
的奥运会上，没有空调带来的最直观
影响就是休息不好，而这将直接影响
到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

巴黎炎热的日子不多，普通游
客可能“扛一扛”就过去了，但你很
难想象一个第二天要参加比赛的运
动员，因为房间太热，拎着凉席去塞
纳河边“凉快”的场景发生。

在巨大的压力下，组委会除承诺

提供 8000台电风扇外，也吐口同意
各代表团可以自费安装空调，同时组
委会也负责提供空调租赁服务。

组委会的“抠门”迫使许多代表
团不得不自行为运动员配备空调，
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都表示会
为代表团提供空调设备。据报道，
中国代表团已购置了移动空调。

然而也并非所有代表团都有充
足的预算，乌干达奥委会主席唐纳
德·鲁卡雷就对媒体表示：“我们没
有深厚的钱包。”记者 郭韬略

有没有空调将直接影响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

巴黎奥运村和残奥村的巴黎奥运村和残奥村的
运动员房间运动员房间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巴黎奥运村和残奥村建筑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