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河县城关二初中的同学们正在

享受一场戏曲盛宴。自去年 7月份以
来，唐河已经开展戏曲下乡、戏曲进学

校180余场 特约记者 左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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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故事

本栏目由内乡县衙博物馆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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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微信公众号

内乡县衙：

创新管理模式 营造创业氛围（下）
□王晓杰 苗叶茜

为加强干部职工管理，内乡

县衙根据自身情况对各项制度

进行了规范、完善，如上班签到

制度、带班制度、接待制度、安全

巡查制度等，各种制度的执行每

天都有带班领导进行监督，确保

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内乡县衙

以制度化和人性化相结合的管

理模式，在加强干部职工管理的

同时，有效提升了干部职工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

加强素质培训，提

升工作能力

内乡县衙多年来坚持员工

素质培训常态化，根据各工作岗

位性质有针对性进行培训，采取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培训模式，不

断打造一支素质强、善攻坚的干

部职工队伍，坚持每年开展一系

列学习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不

断开展讲解大赛、演讲比赛、讲

故事大赛等比赛活动，提升干部

职工素质能力，加强以团队凝聚

力为特征的新型干部职工队伍

建设。

讲解员作为一线服务游客

人员，与游客接触时间最长，讲

解质量与服务好坏对游客评价

景区至关重要。内乡县衙坚持

每年对讲解员进行培训，以实地

讲解技巧、普通话、服务礼仪等

为主要内容，以"内强素质、外树
形象、用心讲解、贴心服务"为宗
旨，鼓励讲解员多参加省、市组

织的各种讲解员和导游大赛，努

力打造一支高学历、高素质、形

象好、气质佳的讲解员队伍。

为提升内乡县衙宣传工作，内

乡县衙在年轻同志中挑选十余

名有一定文字功底人员组成新

闻通讯组，邀请长期从事新闻

宣传工作和报社编辑等人员到

内乡县衙进行培训，提升新闻嗅

觉和写作能力；新闻通讯组每半

月召开一次新闻写作碰头会，研

讨新闻题眼，交流写作技巧，现

每年通讯组均能在各类报纸、杂

志、网络发表内乡县衙新闻宣传

信息200余篇，不但对内乡县衙
进行了有力宣传，同时提升了写

作能力。

内乡县衙根据自身实际和

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模

式，破除陈旧落后或长期压抑干

部职工主动热情的不合理规章

制度，建立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深入发展要求的新颖制

度体系；并根据我国博物馆的人

性化特征，实施制度化与人性化

融为一体的管理方式，激发干部

职工主动作为、投身博物馆建设

积极创业的工作热情，努力增强

博物馆发展生机和活力，持续打

造南阳乃至河南文博旅游旗舰，

不断提升内乡县衙博物馆发展

新坐标。累累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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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注

进乡入村到校园 宣传政策唱经典
人文评弹

□周若愚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

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

以言说的历史”。

从手头资料看，今年的主题

是国际博物馆日自1977年开展
活动以来，文字表述最长的，也

称得上最晦涩难懂的。有些年

份就比较简洁明白，比如 2009
年的“博物馆与旅游”、2011年的
“博物馆与记忆”。

先说“有争议的历史”。不

是所有的过往都像小学数学课

本一样一是一二是二，有争议的

事件、群体等，在各国历史上都

存在。再谈“难以言说”。中国

博物馆行业门户网站认为这个

词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因

为创伤痛苦难以言表，诸如创伤

纪念类主题的博物馆；另一方面

是隐晦私密类主题的，因为争议

大而无法直面。

能否让有争议的历史进入

博物馆、如何展示这类历史，是

现当代博物馆界一个难解课

题。无论中外。这里面，有观念

的问题，也有技术因素、社会认

可度等方面的困扰。巴金晚年

两大心愿，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

和文革博物馆，前者已于 1985
年由他自己剪彩在京开馆，后者

至今仍无踪影。这也例证了这

类博物馆创设之不易。

接纳有争议的过去是走向

和解、畅想未来的第一步。随着

博物馆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的

不断提升，主张“所有博物馆，不

论其馆藏性质、资源、宗旨或营

运背景如何，皆能透过展示呈现

不同、多元的文化，为促进更公

平的社会贡献一分力量”的呼声

渐渐响起。这也可看作今年博

物馆日主题提出的时代背景。

通常情况下，国际日主题的

提出，是现实的反映，亦隐含了

对未来的期盼。就此而言，今年

博物馆日的主题，也体现了国际

社会期待博物馆业发挥行业优

势，提供多元视角来促进历史伤

恸愈合的心愿。累累累4

博物馆日主题闲谈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南召

县开展“千企帮千村、万名干部助脱

贫”活动，县文化局送戏曲下乡，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营造良好宣传

氛围。

此次送戏曲下乡活动，由南召县

富云越调剧团、南召县曲剧二团、南

召县昊阳传媒有限公司三个民营团

体承担，除20多种传统剧目外，还编

排了3至5个扶贫宣传短节目作为本
次演出的主要内容，每个乡镇演出5
场，总计80余场。

本次活动，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演

出方式，使基层群众能够更好地了解

国家的扶贫政策及优惠措施，在满足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

也为全县更好地打赢脱贫攻坚战营

造良好的宣传氛围。累累累4

送戏下基层 政策助扶贫

本报讯（记者王鸿洋 特约记者

申鸿皓）“能和省城曲艺明星同台献

艺，感觉自己也成明星了，那叫一个

带劲。”近日，河南省曲艺家协会“送

欢笑到基层”慰问演出活动在社旗县

大冯营镇周庄村精彩上演。

此次活动中，周庄村被授予“河

南省曲协曲艺采风创作基地”称号。

来自省内60余位曲艺名家和草根艺
人纷纷登台献艺。快板书《三打白骨

精》、河南坠子《小黑驴》、相声《学哑

语》、三弦书《小两口儿回娘家》等精

彩曲艺节目，一次次将演出现场推向

高潮，演员们倾情献艺，观众掌声不

断、乐在其中，周庄村也变成了欢乐

的海洋。累累累4

文化下乡 情暖群众

博物馆日
传授技艺

本报讯（记者王聪）国际博物馆

日当天，汉画馆除了基本陈列“南阳汉

代画像石精品陈列展”继续免费对外

展出，还新增了传授拓片技艺的环节，

吸引了不少游客。

“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

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是今年博物馆

日的主题，围绕此主题汉画馆举办了

由研究部主任牛天伟主讲的《汉代的

祥瑞文化》讲座，同时还组织了志愿

者在迎宾大厅体验拓片制作，由业务

人员现场亲自传授拓片制作技术，不

仅让游客对拓片进行了解、真正能看

懂拓片，还能更直接地观摩和学习拓

片的传拓技艺。累累累4

南阳府衙
新展不断

本报讯 （记者王聪）5月18日是
第四十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南阳府衙

推出了历史文化大讲堂首讲和府衙春

秋图片展。

南阳府衙历史文化大讲堂首讲开

课，馆长刘绍明在府衙讲“天下衙门”，

全面讲述全国的衙门遗存，揭示清代

各级政权机构的职能、布局特征、衙门

风水、地方衙门与皇宫的区别等。当

天南阳理工学院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在

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府衙并聆听历史

文化大讲堂首讲，纷纷表示获益良

多。同时，府衙春秋图片展也在国际

博物馆日开展。累累累4

作家考察
影视基地

本报讯（记者赵林蔚）日前，南阳

籍著名作家寒川子与制片人一行来到

南阳，就筹建影视拍摄基地等事宜进

行考察。

寒川子本名王月瑞，南阳镇平籍

作家、编剧、翻译家，创作畅销长篇小说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第八届中国作

家富豪榜上榜作家。寒川子计划与南阳

企业及鸭河工区深度合作，将自己的长

篇小说《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拍摄成

电视连续剧，并借此打造出具有战国景

别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实现根据《战

国纵横：鬼谷子的局》，拍好剧目，打造影

视基地，形成一个产业的目的。累累累4

鼓点铿锵
青春激扬

本报讯（记者赵林蔚）5月15日，
伴随着展现青春律动的鼓点，一场打

击乐团专场音乐会在南阳师院举办。

在打击乐团专场音乐会现场，

《七彩》《快乐大脚》《龙腾虎跃》《科

技先锋》《七只塑料桶》《将军行》等10
多个节目带动观众的热情，或活泼欢

乐，或激情四射，互动气氛热烈。演奏

由马林巴、大鼓、小鼓、定音鼓等多种

乐器组成。2016年，该校音乐学院打
击乐团的节目《科技先锋》曾在第十一

届全国青少年打击乐比赛中，获专业

组银奖。累累累4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近日，

南阳诗歌群体群情振奋。5月13
日上午，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办公

扩大会召开，大会增补高金光为名

誉会长，张鲜明当选会长，吴元成

当选执行会长——这三位全部是

南阳籍优秀诗人！

省诗歌学会是我省唯一的隶

属于省作家协会的诗歌团体，学会

成立30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诗人，河南诗歌成为中国诗歌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河南诗人

中，南阳诗人以典型个体的优秀和

诗歌群体的庞大齐头并进。本次

换届，高金光、张鲜明、吴元成获得

全票通过。

张鲜明，南阳邓州人，毕业于

河大中文系。现任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新闻媒体专家委员会委员，曾

出版诗集《梦中庄园》《诗说中原》、

报告文学集《排场人生》和小说《寐

语》等。曾获中国孙犁散文奖一等

奖，“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等。

高金光，笔名了然，淅川人，

1986年毕业于河大中文系。历任
《教育时报》编辑，《河南日报》文艺

处编辑、副处长、经济新闻采访部

副主任，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

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代表作品有

诗集《生命之旅》《自由落体》，文艺

评论集《浅草集》等。

吴元成，淅川人，毕业于河大

中文系。系省网络文学学会副会

长。曾出版诗集《嚎叫与谈说》《目击》

《行走》《花木状》和长诗《人·鬼·神》5
部，其中《花木状》先后获得第二届杜

甫文学奖诗歌奖、鲁藜诗歌奖优秀奖

等。长篇报告文学《命脉》，获河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累累累4

省诗歌学会换届 南阳籍诗人扛大旗

□王鸿洋

西峡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

哪吒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其中该县

丁河镇哪吒文化遗址、遗存更是全

国闻名。近年来，经过该县多家文

化部门的共同努力，哪吒传说也入

选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峡县丁河镇的奎文村即

为《封神演义》中哪吒太子的出生

地——陈塘关，与古西岐相距不

过数百里，为古西岐去向殷商首都

朝歌的必经之道。哪吒祖庙遗址

位于该地杏花村。

一块“陈塘关遗址”石碑诉说

着过去的历史。相传殷商总兵李

靖、哪吒父子曾镇守此地，助周伐

纣，立下赫赫战功。后父子四人

皆凡体得道，不慕红尘，荣列仙

班，佑护百姓，世代香火不断。然

时久事淹，史迹无考，唯有传说留

传民间。

据河南《西峡县志》记载：丁河

奎文村南山顶原有哪吒太子庙；一

间庙堂，坐西面东，砖墙瓦顶，两窗

一门，内修三尺高通堂神台，上面

供奉哪吒太子彩色泥塑像。1945
年哪吒庙被日寇烧毁，至今太子庙

遗址附近仍留有战壕。1995年在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奎文村

集资兴建哪吒出生地小宫殿。

据西峡县文化馆负责人介绍，

西峡县哪吒足迹遍布，有关哪吒

及其传说中有关的地理人文遗址

名胜不胜枚举，如哪吒出生地杏

花村，哪吒戏水地九湾河，哪吒少

年和小朋友玩耍嬉戏的地方哪吒

洼、哪吒洞，哪吒追赶石矶娘娘的

地方等。累累累4

哪吒传说 千年传扬

本报记者 曾碧娟

随手捏一团家中备好的泥，搬

个小板凳坐在茶几边，左掰一块，

右粘一层，上捏捏，下搓搓，不到十

分钟，一个穿着大棉袄，歪着头憨

笑的农村娃形象就生动地出现在

我们面前——在淅川版画家李旭

红的巧手下，记者看到如同戏法一

样神奇的一幕。

李旭红1963出生在淅川荆紫
关农家，因为自小喜爱美术，初中

毕业后有幸在淅川县文化馆举办

的美术学习班接受培训，并得到老

一辈版画家张学琨老师的认可，收

他为第一个弟子，单独学习版画。

他创作的版画作品在20世纪80年
代曾多次在报刊上刊登，并获得

市、省及国家级奖项。他热爱书

法、版画、摄影、烙画，如今已经是

淅川美协副主席。

李旭红说，他小时候就喜欢玩

泥塑，家里到处都是他捏的泥巴

玩具，泥人、泥手枪、泥车……看

见啥捏啥。前些年，他忙于工作

和版画创作，这几年，孩子大了，

经济也宽裕了，从 2014年开始，
他又捡起了儿时的玩意：捏泥

巴。有空就做，如今已经积累了

上百件。

泥塑花钱不多，“泥就是淅川

田间地头的泥，自己敲敲打打醒

醒，再和上一定比例的胶 ，有时候

加上些画画用后的废纸撕烂了兑

在里头”，李旭红创作的泥塑，素材

均来源生活。有一次上街，看到一

个买菜的女人怕人少秤，“欠”着头

盯着卖菜的，这一幕让他觉得很

有意思，回来后就创作了一组作

品：《一两不差》。他的作品多充

满乡土气息，那些憨厚朴实的农

村娃是他童年的记忆，他们大多

都有咧着笑的大嘴和眯着的细长

眼睛，穿着宽松的衣裤，造型生动

而又极具个人风格，看到那样无

忧无虑的笑脸，观者也会情不自

禁地开心起来。累累累4

一把泥土在手 且将开心捏就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

由市委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

和市文广新局共同打造的现代

剧《丹水滔滔》开始紧张排演，并

将代表我市参加省十四届戏曲

大赛。

省戏曲大赛三年一届，是我

省戏曲届最高级别的艺术权威赛

事。此次现代剧《丹水滔滔》的编

排，组建了由省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著名剧作家陈涌泉和我市剧

作家李古娥为编剧，导演由省内

著名新生代导演王香云担任，曲

剧名家张兰珍出演女一号的省内

一流的创作团队。

据了解，现代剧《丹水滔滔》

由市曲剧艺术中心承演。剧本创

作用时两年，真实反映了南水北

调工程中水源地库区人民舍小家

为大家和移民干部忠诚奉献的感

人事迹，其间创作团队多次深入

淅川进行实地采风和人物事迹了

解，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鲜活感

人的人物形象。累累累4

我市排演曲剧现代戏《丹水滔滔》

南水北调感人事 乡音乡韵唱出来

近日，《南阳市市民文明公约》颁布，年逾古稀的刘振宇老人用篆

书将其一一书写记录 本报记者 王聪 摄

李旭红专注创作 本报记者 曾碧娟 摄

人文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