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柏国际养生会所

完美世界健康养生会所

正月初六恢复营业

晨报讯（记者 渠稳）鹤壁豪柏国际

养生会所、 完美世界健康养生会所自成

立以来受到鹤壁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应

广大顾客的强烈要求， 经过春节假期的

短暂休整，鹤壁豪柏国际养生会所、完美

世界健康养生会所于正月初六正式恢复

营业。

在新的一年中， 鹤壁豪柏国际养生

会所、 完美世界健康养生会所的全体工

作人员将以火一般的热情竭诚为广大消

费者服务， 也祝愿广大消费者在龙年龙

腾虎跃、身体健康！

新区新世纪广场实行单向通行以来

已有267辆车逆行被罚

晨报讯（记者 秦颖）2012 年 1 月 1 日

起，我市将新区新世纪广场东路、西路改设

为机动车单行道，实行单向通行管理。 然而，

个别机动车驾驶员未能遵守单行规定，驾车

逆向行驶。 记者从市交巡警支队了解到，截

至 1 月 27 日， 共有 267 辆机动车违反单向

通行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照相关规

定对驾驶人予以处罚。

新区新世纪广场是我市政治、 经济、文

化、旅游中心，东西两侧道路交通流量较大，

也是商铺较为集中的区域。 近年来，新区人

口增多，机动车数量迅猛增多，新世纪广场

东西路交通流量与日俱增，广场周边道路通

行秩序有待优化。 为此，我市决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对新世纪广场东路、西路实行单

向通行交通管理。

据记者了解， 为确保这项措施顺利实

施，我市组织制定了《关于世纪广场东西路

实施单向通行交通管理工作方案》， 发布了

《关于世纪广场东、 西路实行单向通行的通

告》，并在九州路、黄河路等路段增设单行交

通标志、标牌、标线等设施；在广场东西路机

动车道两侧设置了非机动车道，供非机动车

双向通行；在广场东西路沿商铺一侧设置了

停车位；在广场内设有四个停车场，供车辆

停放。 同时，增派警力加强广场东西路单行

交通疏导，集中整治车辆逆向行驶、乱停乱

放、经营摊点占用人行道、车行道，影响道路

交通问题。

“春节期间，我们每天都派民警在两个

单行道疏通交通，并通过广场大屏幕、社区

LED 显示屏、楼宇电视、悬挂标语、出动宣传

车等形式宣传单行管理措施。 ”民警告诉记

者，他们还对个别逆向行驶、不听劝阻、恶意

违法的车辆进行了曝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

将依法对相关驾驶人进行处罚。

（线索提供：李宗民 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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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旅游

迎来龙年开门红

和去年相比，今年春节

旅游人数和经济收入

分别增长 29.8%和 33.6%

� � 晨报讯（鹤壁日报记者 刘

海民 通讯员 张小燕）大红灯

笼高高挂，龙腾朝歌贺新春。 龙

年春节旅游黄金周期间，淇县云

梦山、古灵山等景区由于宣传到

位 、节日活动丰富 、游览环境舒

适， 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部

分景点出现“井喷”现象。 和去年

同期相比，旅游人数和经济收入

分别增长了 29.8%和 33.6%，均创

历史新高，实现了龙年旅游开门

红，并掀起了“龙腾朝歌贺新春”

淇县民俗旅游节的新高潮。

1 月 27 日上午，记者在云梦

山景区看到， 游客或携妻带子，

或朋友相伴， 大家放松心情，体

验快乐，整个景区一派热闹祥和

的景象。 景区举办的对拐、跳绳、

丢沙包、抽陀螺、跳房子、摔面包

等趣味游戏，更是吸引了众多游

客的关注，进一步增强了游客的

参与性，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体验

了运动的快乐。

刚参加过抽陀螺比赛的郑

州游客李先生接受采访时说 ：

“早在报纸上看到淇县民俗旅游

节的广告宣传，今天特地带家人

来游云梦山，没想到还有这么多

丰富多彩的民俗小游戏，感觉很

不错 ，好像回到了童年，找到了

许多儿时的美好记忆。 ”

在古灵山景区山门口，晶莹

剔透、造型各异的灵瀑冰挂吸引

了众多游客的眼球，不少人拿起

手中的相机拍照留念。 景区推出

的女娲赐福 、财神送财 、撞吉祥

钟、送吉祥带等民俗旅游活动也

受到游客的欢迎。

在古灵山古戏楼上，结合该

景区文化内涵创作推出的皮影

戏《女娲补天》《封神演义》精彩

神奇 、妙趣横生，赢得台下观众

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来自邯郸的游客韩女士一

边欣赏一边赞不绝口 ：“真不愧

‘一口道尽千年事， 双手对舞百

万兵’啊 ，这种民俗表演真的是

太精彩啦！ ”

因为是春节假期，以家庭为

主的游客明显增多，举家出游已

成为新时尚。

据了解，为确保节日期间景

区秩序和游客安全， 云梦山、古

灵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全员上岗，

定岗定位 ，对车辆、游客进行疏

导管理，有效保证了游客在景区

玩得高兴、玩得安全。

程相文获 CCTV 年度三农人物“特别大奖”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春节期间，央视一套、七套轮

番播出 CCTV2011 年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玉米育种专

家程相文获得年度三农人物大奖，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为

其颁奖。 1 月 28 日 14 时 30 分，记者电话采访程相文时，

他正在我市农科院海南玉米种植基地为玉米授粉。

程相文说，春节前后是玉米授粉期，很关键，现在基

地有 160 亩玉米，科技人员不多，工作量很大，每天从一大

早就开始忙，晚上还要整理观察数据。 颁奖典礼是提前录

制的，央视播出颁奖典礼时他已经赶回海南了，播出时只

看了几分钟，没有时间看完。 谈到今年的愿景，程相文说：

“作为一名老农业科技工作者， 我希望带领科研团队，选

育出更好的玉米品种，不辜负温总理对我们的期望。 ”

CCTV2011 年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1 月 8 日在北京

举行，“最美乡村女教师”任影获得年度三农人物奉献奖；

“信息书记” 潘春来获得年度三农人物创新奖；“拾荒”阿

婆陈贤妹获得年度三农人物公益奖； 玉米育种专家程相

文获得年度三农人物大奖。 此外，刷新集装箱船舶作业世

界纪录的农民工刘京俊、诚信农民工司令杨茂才、中国工

程院院士任继周、“治沙英雄”石光银、致富不忘乡亲的企

业家吕根觅、农村文化带头人赵德平、大寨村“铁姑娘”郭

凤莲、大学生村官高金磊、粮食种植大户吴德显等 10 人获

得年度三农人物奖。

据悉，CCTV 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是中央电视台

农业节目全力打造的品牌活动，由 CCTV《聚集三农》栏

目承办。 以“聚焦三农进程，评点新闻人物”为主题，以“责

任、创新、引领、奉献、影响”为推介标准，是中国电视媒体

上唯一针对“三农”领域的典型人物举行的大规模宣传、推

介活动。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先后推出了如袁隆平、

吴仁宝、李振声、赵本山等一批三农领域的典型人物。 1 月

23 日、24 日、26 日、27 日， 央视一套 、 七套轮番播出了

CCTV2011 年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为获奖的程相文颁奖。 韩长赋说，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老程和他带领的团队培育的

种子为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所有知道程

相文事迹的人，无不被他身上透出来的对育种事业几十年

如一日的精神及坚守所感动，被他的这份追求、这份奉献

深深打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褒奖，值得

我们学习”！

1 月 26 日，程相文在鹤壁市农科院海南玉米种植基地采集玉米花粉。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摄

杨玘屯泥咕咕“百龙贺岁”

□

晨报记者 马珂 / 文 赵永强 / 图

核心提示

浚县黎阳镇杨玘屯村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沽沽”的集中产地，素有

“中国泥塑第一村”、“泥玩具之乡”等美誉。 1 月 20 日，记者来到杨玘屯村，感

受这里浓郁的年味，看看艺人们创作了什么新作品迎接龙年。

与龙有关的作品成了今年的亮点

杨玘屯村的泥咕咕手艺世代流传， 传承千

年，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捏制泥咕咕。记者来到杨

玘屯村时，艺人们正在赶制泥咕咕，除了传统泥

咕咕，与龙有关的作品成了今年的亮点。

在杨玘屯泥塑博物馆宋楷战的泥塑工作室

内， 记者看到宋楷战和学徒们正紧张专注地工

作着。据介绍，宋楷战打算为龙年献上他的新作

“百龙贺岁”，几十条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龙已

跃然于展板上。“这个是‘百龙贺岁’中的‘二龙

戏珠。 ”宋楷战边摆弄手里的泥巴边对记者说，

他打算通过“百龙贺岁”展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

龙文化， 这件作品将再现从起源到现代不同时

期龙的造型，“百龙贺岁”完成后，将被中国美术

馆、河南美术馆收藏。

随后，记者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

咕咕”传承人王学锋家，王学锋正和学徒们一起

捏泥咕咕。 龙年， 王学锋将献上他的“瑞龙祥

云”、“祥龙纳幅”等作品。“‘瑞龙祥云’寓意社会

和谐、国家繁荣富强。 ”王学锋说，2011 年他成

立了研究院合作社，新增加了泥塑作坊，现在已

有 3 个泥塑作坊，收了 20 多名学徒。“现在这个

作坊只做泥胚，又租了院子做彩绘，另一个作坊

用来办公。 ”王学锋说，今年春节前，订户增加了

不少，很多大公司想将泥咕咕作为馈赠礼品。

记者又来到杨玘屯泥塑艺人李连顺家，李

连顺擅长泥塑脸谱的制作， 他的泥塑脸谱远销

欧洲、美洲、澳大利亚。今年，他准备将泥塑脸谱

全部精装销售。除了拿手绝活泥塑脸谱外，李连

顺今年还创作了寓意生活美满红火的“富贵

猪”，并捏制了上千件有关龙的作品。

既要继承，也要创新

泥咕咕该如何发展？ 杨玘屯村的艺人们正

在积极探索。

“如果没有创新，泥咕咕就没有生命力。 ”宋

楷战说，他今年准备做一些造型夸张的东西，过

了年，他还要办一场“泥咕咕突破展”。

李连顺偏重于对泥咕咕传统的继承。他说，

目前一些传统人物造型、 捏制手法没有被继承

下来，传统泥咕咕的粗犷、质感、古朴、原生态美

是非常宝贵的。

王学锋则表示，泥咕咕传统要继承，但也要

开拓创新。

杨玘屯泥塑博物馆负责人宋学海告诉记

者， 杨玘屯村很早以前就有家家户户捏制泥咕

咕的传统，但随着外出打工人员增多，捏泥咕咕

的人逐年减少。近几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越来越重视，从 2006 年到现在，捏制泥咕咕的

农户逐年增多，泥咕咕的销量也不断增加，制作

工艺逐年提高，产品样式也逐渐多样化。

今年， 杨玘屯泥塑博物馆将通过国家商务

部、国家旅游局举办的旅游产品、商务产品推介

会让泥咕咕走出国门， 还要开展“泥塑艺术设

计”大赛，激发艺人们的创作热情。

宋楷战正专心致志地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