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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蔡丹青）1月 23日，记

者从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我市按照“方

便群众、属地管理、疏堵结合、合理布局、打造精

品”的原则，在中心城区设置 126处春节临时年货

市场，其中宛城区 45处、卧龙区 49处、高新区 21
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1处，方便市民购买年货。

为确保年货市场规范、有序、安全、便民、利

民，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区要结合中

国年传统文化设置临时年货市场，年货市场由各

区建立“办事处（社区）+城管+市场监管+商务+公
安+应急管理”的协同管理工作机制，实行统一登

记管理，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在

规定时间、地点规范经营，不影响群众正常的工作

和休息，保证卫生整洁、摊走地净。

在管理中，各级各职能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

求，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市容环境、交通秩序、食品

卫生等各项工作，做好巡查监管，坚决杜绝安全隐

患。

为规范市场，方便市民，市场设置时间为

2024年 1月 25日至 2月 25日（农历腊月十五至正

月十六）。

根据目前临时年货市场设置情况，如市民有

意见、建议，可联系四区临时年货市场监督单位：

卧龙区城市管理局：0377-63216899
宛城区城市管理局：

0377-60196915
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0377-62375001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

市管理服务中心：0377-
67012319 ③7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董志国）1 月 20
日，南阳民俗文化研究会年会召开，秦俊、葛

晨光、丁全等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以及来自

各县（市、区）的民俗文化会员、青年作家 180
余人济济一堂，回顾民俗文化研究丰硕成果，

探讨新民俗文化发展。老艺术家们还表演了

三弦、唢呐连奏等节目。

2023 年，我市民俗文化收获丰硕。鲁钊

创作的《二月河评传》作为优秀出版物，被推

荐参加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图书订货

会，其多篇作品还在全国比赛中斩获大奖；毕

祖金、黄迎霞、张春峰、徐宏志等人的作品也

在各种比赛中获奖。民俗专家白万献出版了

《乡情》，研究会编辑了《历代诗人咏南阳》精

选本，保质保量如期完成了《南阳民俗》编印

工作，共发稿 25 万字。“南阳民俗文化研究”

公众号全年共编发民俗文化相关文章 200
篇，社会影响广泛。研究会还举办了“五朵山

杯”全国散文大奖赛，与团市委联办“牵手团

缘、浪漫七夕”白河之滨青年联谊会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展示了民俗协会的良好形象，为

建设文化强市、讲好南阳故事、展示南阳形象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③7

南阳民俗文化研究会

讲好南阳故事
展示南阳形象

绘就乡村振兴新蓝图。中国体育彩票

近年来持续发力，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

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成为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导资金。2021年起，

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

脱贫攻坚资金，调整优化为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

资金。资金主要用于统筹实施示范区内必

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发展农业

特色产业等。随着项目资金的投入，众多

革命老区村落开始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拓

宽了致富路。

各地体育部门利用体彩公益金积极开

展带有区域特色的户外赛事活动，体彩机

构为乡村特色体育赛事提供冠名支持，促

进体育与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一批具有

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赛事为乡村

经济发展添特色、聚人气，在丰富村民文化

生活，让民俗体育活动焕发新生机、提升村

民幸福感的同时，也让民俗体育文化成为

乡村旅游发展新亮点，为区域经济发展增

添新动力。③7 （河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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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设126处临时年货市场
具体地点在哪儿？二维码一扫便知！

“太神奇了！太形象了！第一次接触甲骨文，

原来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场景故事。”1月 23日，在

南阳府衙观摩了甲骨文造字场景模型后，一群来

自北京的中学生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

这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学校

150余名师生来到南阳参加研学活动时的一个生

动场景。当天上午 11时许，他们走进南阳府衙，

依次走过南阳府衙的仪门、公廉堂、寅恭门、思补

堂、内宅门，实地研学，品读南阳厚重历史，感受南

阳文化底蕴。一路上，孩子们的眼中充满着好奇，

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

在南阳府衙的南阳抚字寻源甲骨文文字馆，

他们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兴趣，研学师生们依次

观摩了甲骨文造字场景模型，沉浸体验了甲骨文

造字思维训练，了解了甲骨文传拓的技术与工具，

解读了射箭与甲骨文羽、习、晋之间的关系，还亲

身体验了古时的投壶游戏。

拿着自己传拓出的甲骨文文字，研学学生刘

泽堃兴奋地说，这次收获很大，不仅弄清了汉字的

起源和演变，还了解了汉字背后的故事和深藏在

汉字里的文化、历史、文学知识。

研学带队负责人武守威告诉记者，他们于 1
月 21日到达南阳，这些孩子都是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翠微学校高一学生。“几天来，我们分别在

卧龙岗文化园、汉画馆、南阳市第一完全学校、西

峡老界岭等地参观学习，今天又走进医圣祠和南

阳府衙，切实感受到南阳的厚重历史文化，领略南

阳的秀丽山水。”武守威说，2024年迎来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正式通水 10周年，此次研学主题是饮水

思源，希望孩子们走进南阳，更好地了解南阳，爱

上南阳。

“老界岭太美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美

景。”研学学生徐禄哲告诉记者，“第一次到南阳来

就被震撼到了，非常喜欢南阳的文化和风景，这里

的人热情好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南阳人

的热情，我肯定会再来。”

见到记者采访，这群高一的学生纷纷围了

上来，畅谈着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南阳的历史

文化很厚重，特别是汉文化很灿烂，汉画很美很

迷人，让人印象深刻！”“我在汉画馆和医圣祠都

拍有照片和视频，准备回家把这几天学到的知

识 跟 爸 爸 妈 妈 分

享。”研学学生赵嫣

和姚天一边说着，一

边翻着手机上几天

来随手拍摄的照片，

与记者分享他们研

学的快乐。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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