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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一节一会一节一会””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5 月 25 日，
2025“陕州地坑院杯”自行车邀请赛
暨问鼎中原自行车骑游大会在陕州
地坑院景区前广场启幕，来自全国的
1000 余名骑行爱好者共赴这场速度
与风景交织的盛宴。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清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发军，市政协副主席李述勇出席并
为赛事发令。

这是陕州区承办的第十四届自
行车邀请赛。赛事设男子青年组、男
子大师组、女子青年组、女子大师组
4 个组别，骑手们从陕州地坑院景区
前广场出发，途经张汴乡南营村、西
王村、刘寺村及西张村镇辛庄村、庙
上村，最终抵达甘山晟境。

经 过 激 烈 比 拼 ，MCELO- ES⁃
SEN 车队娄圣奇斩获男子青年组冠

军，洛阳天路行车队张准摘得男子大
师组桂冠，成都选手陈美伊夺得女子
青年组冠军，安阳选手莫晓晨荣膺女
子大师组冠军。

作为第三十届三门峡黄河文化
旅游节暨中部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联动活动之一，本次赛事创新融合

“ 体 育 +文 旅 ”模 式 ，依 托 陕 州 区 独
特文旅资源，精心串联陕州地坑院
古村落群，打造出一条全长 25 公里
的“赛旅联动”特色骑行线路。赛事
现场亮点纷呈，陕州非遗展示区里，
传统技艺展演尽显文化魅力；农特
产品展销区中，乡土风味美食挑动
味蕾；骑行装备展销区前，各类专业
器械吸引众多目光，让参赛者沉浸
式体验“竞技+文化+消费”的多元
盛宴。

本报讯（记者侯鹏云）5 月 23 日，
第四届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全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推进会在我市举行。
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聂世忠、副市长
卫祥玉、市政协副主席李述勇等出席
活动。

聂世忠在讲话中指出，各地各学
校要加强方式联动，进一步完善全面
培养体系；加强校内联动，进一步发挥
学校主阵地作用；加强部门联动，进一

步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共同推动新时
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卫祥玉在致辞时表示，我市将积
极借鉴兄弟地市的好经验、好做法，
坚持育德育心育才有机结合，推动心
理健康普及全面到位，心理压力疏导
及时趁早，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
发展。

会议进行了经验交流，举办了节
目展演。省教育厅等 17 部门参加。

5月 24 日，在灵宝市五亩乡宋曲村，一台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小麦
收割作业，一垄垄成熟的小麦被卷入收割机舱，收割、脱粒、秸秆粉碎
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 谢小涛 摄

五 月 的 黄 河 ，水 阔 天 青 。 5 月 25
日，2025 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
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三河广场
举行，5000 名“泳士”横渡黄河，奉献了
一场“力与美”的盛宴。

7 时 30 分 ，虽 然 淅 淅 沥 沥 下 着 小
雨，但三河广场热闹非凡，参赛选手们
身着色彩鲜艳的泳装，脸上洋溢着期待
与兴奋。他们中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
有初出茅庐的新人；有年过花甲的老
人，也有朝气蓬勃的“00 后”，更有来自
新疆、广东等地的“泳坛常客”。此刻，
他们都怀着同一个目标——横渡黄河，
挑战自我。

起点处，印有“中流击水·泳士之
约”字样的红色拱门巍然矗立，173支队
伍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来自山东青
岛的选手王海涛激动地说：“这是我连续
第五年参加横渡母亲河活动，三门峡的

黄河水越来越清澈，组织越来越专业！”
8 时 30 分，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

纷纷跃入黄河，向着对岸的山西省平陆
县太阳渡码头进发。黄河水波涛汹涌，
但选手们毫不畏惧，他们劈波斩浪，奋
勇向前。终点处，太阳渡码头的欢呼声
此起彼伏，为选手加油鼓劲。泳者触壁
的瞬间，电子计时器定格下属于每个人
的“破浪时刻”。

5000 人同时横渡黄河，安全保障是
重中之重。为此，“一节一会”组委会构
建了立体防护网。启用 8 通道智能安
检系统，对入场人员及物资进行高效筛
查；100 名专业安保人员、12 台安检设备
构筑“铜墙铁壁”；34 艘护航船、120 名救
援人员随时待命，4 个水上医疗点配备
救护艇，8辆救护车随时响应突发情况。

“我们创新采用‘双保险’机制，每
位选手购买高额意外险，救援人员均持

有国际认证救生资质。”现场指挥员李
峰介绍。来自湖北的选手李薇感慨：

“刚下水时有点紧张，但看到岸边密密
麻麻的救援船，瞬间安心了！”

除安全保障外，组委会在服务细节
上尽显匠心。参赛包升级，包含定制泳
衣、防雾泳镜、能量补给包及非遗手工
艺品，赛后颁发刻有选手姓名的纪念奖
牌；终点处设置黄河文化展，选手可凭
参赛证兑换特色剪纸、仰韶彩陶纪念
品。“漂包上有黄河鲤鱼刺绣，既实用又
有纪念意义！喝完能量饮料，还能把瓶
子带回家做纪念。”来自广东的选手陈
雨桐展示她的参赛包。

与往届相比，本届选手平均年龄下
降 6 岁，“00 后”占比达 35%。大学生队
伍“浪花突击队”队长张子轩说：“我们
用横渡挑战自我，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
河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还设置了
图文直播与网络视频直播，让无法到现
场的游泳爱好者感受这场黄河上的体
育盛宴。镜头中，选手们在黄河中奋力
拼搏的身影与黄河的壮美景色交相辉
映，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

临近中午时分，选手们陆续返程，
黄河畔仍回荡着欢声笑语。一位选手
表示：“这次横渡母亲河活动不仅是一
次身体上的挑战，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洗
礼。在黄河中游泳，感受她的壮阔与力
量，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这场集竞技、文化、旅游于一体的
盛会，不仅展现了三门峡“天鹅之城”的
魅力，更以“体育+”赋能高质量发展。
正如活动主题曲所唱：“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从三门峡吹来……”当浪花与时
代同频，“黄河明珠”三门峡正以开放包
容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的壮丽诗篇。

本报讯 5 月 24 日，第三十届
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暨中部特
色商品博览交易会联动活动之一
——卢氏县双龙湾第十八届亲水
狂欢季在双龙湾风景区启动。本
次 活 动 以“ 亲 水·欢 乐·浪 漫·庆
典”为主题，为游客打造一场自然
与人文交融的夏日盛宴。

双龙湾亲水狂欢季已成功举
办十七届，成为中西部地区独具魅
力的夏季文旅品牌。本次活动将持
续至 9月 30日，推出亲水娱乐、沙滩

亲子、浪漫爱情、主题庆典四大系列
精彩活动。此外，在以往免票人群
外另推出重磅优惠，“卢”姓游客免
门票，卢氏县游客门票半价；北京
市、郑州市市民凭身份证免票畅游；
景区内部渔台山庄每日特价房与免
单大礼，让游客以碧波为幕、青山为
席，共赴一场亲水之约。

当晚 7时 30 分，双龙湾第十八
届亲水狂欢季欢乐启幕。来自西
安、运城、郑州、洛阳等地的游客
在碧波荡漾间感受自然馈赠，于

人文胜境中品味千年积淀。伴随
欢快的音乐会，游客们以“水”会
友、以“乐”传情，尽情参与亲水狂
欢、非遗展演、星空派对等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互动体验。

近年，卢氏县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依托“豫西后花园”的
生态优势，深挖黄河文化、红色文
化、民俗文化内涵，持续擦亮“自
由 山 水 清 清 卢 氏 英 雄 土 地 红
色莘川”文旅名片。

（刘心雨 李妮 韩姣）

本报讯（记者何英杰）5 月 23
日，灵宝市第二届“黄河之恋”文
化大舞台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
社”才艺大赛举办，生动展示了灵
宝市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和新时
代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

展演 活 动 在 开 场 舞《蒸 蒸 日
上》中 拉 开 帷 幕 ，合 唱《天 耀 中
华》、舞 蹈《我 在 等 你 呀 母 亲》等
节目精彩纷呈。随后，来自灵宝
市各乡（镇、区）的 15 支农民合作

社代表队相继登台，表演了舞蹈
《哪吒闹海》《梦中的兰花花》《黄
河 源 头》，快 板《奋 进 西 阎 新 征
程》《中国速度》，器乐合奏《在希
望的田野上》，模特走秀《灵宝山
水画》等，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
烈。

作为第三十届三门峡黄河文
化旅游节暨中部特色商品博览交
易会联动活动之一，灵宝市第二
届“黄河之恋”文化大舞台组织动
员 广 大 乡 村 文 化 合 作 社 深 度 参

与，通过多元艺术形式，再现黄河
文明时代价值，彰显黄河文化精
神内核，展现新时代黄河儿女投
身乡村振兴的精神风貌。

近 年 ，灵 宝 市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依托沿黄生态廊道，实施 9
条廊道连接线工程，推动沿黄片
区设施联通、产业协同；坚持“大
函谷关”理念，纵深推进文旅文创
融合发展，不断讲好新时代“黄河
故事”的灵宝篇章。

本报讯（记者王超）作为第三十届三门峡黄
河文化旅游节暨中部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联动
活动之一，5 月 23 日，以“品味仰韶·陶醉渑池”为
主题的第九届“魅力仰韶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渑
池县憨熊生态园举行。

仪式上，推介了渑池县旅游资源。洛阳市旅
行社业协会牵头组织洛阳地区旅行商、研学机构
代表开展洛阳百家旅行社考察踩线活动，参观考
察仰韶文化博物馆、仙门山景区、仰韶酒庄工业
游等，加大对客源地的宣传推广力度，让众多游
客走进渑池。本次活动还包含仙门山蟠桃会、仰
韶酒庄·仙门山曲水流觞嬉水节等多项文旅活
动，为广大游客带来别样的游玩体验。

当天，众多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参
加了第九届“魅力仰韶行”系列活动之一——憨熊
生态园采摘活动，畅游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

近年，渑池县着力构建自然山水游、历史文
化游、红色经典游、现代工业游、乡村风情游“五
位一体”的文旅发展格局，让“诗”与“远方”完美
融合，文化旅游逐步成为渑池新名片。

本次活动的举办，既是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仰
韶文化，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渑池转型发展
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渑池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扩大渑池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更表明了渑池人民扩大对外开放，广交天
下朋友，促进交流合作的热忱愿望。

千名观众共聚一堂，气氛热烈。5 月 20 日至
25 日，作为第三十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文
化惠民”活动，为期 6 天的 2025“豫韵满庭芳·唱响
天鹅城”戏曲艺术周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大剧院
开唱。

5 月 20 日晚，首演大戏是由“梅花奖”得主申
小梅的爱徒赵艳琳领衔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带来的大型越调新编历史剧《老子》，该剧
根据历史真实人物老子的事迹创作而成。三门
峡作为黄河文化重要节点城市，这里有函谷关

“紫气东来”的千年传说，亦有黄河水滋养出的
“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不由令人找到一种“归乡”
的亲切感。河南越调的悠扬唱腔在黄河岸边唱
响老子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赵艳
琳演出结束后激动地说：“非常荣幸能在美丽的
三门峡、老子著经地演出这部剧，希望通过我们
的演绎，让更多人欣赏越调艺术的韵味，感受老
子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次戏曲艺术周以“名团+名家”为亮点，除
了开幕大戏《老子》外，还有多部荣获国家级、省
级大奖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5 月 21 日、22 日上演
的《收姜维》《穆桂英挂帅》《红梅记》都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三门峡本地院团三门峡市蒲
剧院带来的原创精品蒲剧《河阳知府》和《布衣英
雄》也登台亮相。这两部作品分别荣获河南省第
十届、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
河南省第十五届戏曲大赛文华大奖；分别以“清
官断案”与“民间侠义”为主题，用本土方言唱述
黄河儿女的风骨，其中《河阳知府》曾登上央视戏
曲频道，成为三门峡文化“金名片”。

本次戏曲艺术周汇聚了河南省越调艺术保
护传承中心、河南豫剧院青年团、三门峡市蒲剧
院等众多艺术院团的多位戏曲名家，名家名段与
本土精品交相辉映，实现经典唱腔与现代审美的
深度融合。

本次戏曲艺术周让传统戏曲真正走进百姓
生活，进一步推动传统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
与发展，为“一节一会”增添浓墨重彩的文化注
脚，吸引更多游客跟着戏曲来“打卡”。

2025“陕州地坑院杯”
自 行 车 邀 请 赛 开 赛

第 四 届 河 南 省 中 小 学 心 理
健康教育宣传月在我市启动

渑池县全力做好夏收工作

劈波斩浪逐黄河 五千“泳士”竞风流
本报记者 葛洋

名团名家齐聚
共谱豫韵华章

本报记者 吴若雨

第九届“魅力仰韶行”
活动举行

双龙湾第十八届亲水狂欢季启动

灵宝市第二届“黄河之恋”文化大舞台举办

第三十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
节暨中部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期间，

“一城黄河韵·千味烟火香”三门峡
“黄河味道”美食周、“豫韵满庭芳·唱
响天鹅城”戏曲艺术周等活动精彩纷
呈，同时，全市各景点景区对门票实
行优惠政策，“节会+文旅”持续激发
了文旅市场活力，吸引了大量游客观
光旅游。

图① 5 月 24 日，卢氏双龙湾景
区人流如织。 聂金锋 摄

图② 5 月 25 日，游客在三门峡
大坝参观。 建斌 摄

节会带动
文旅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超）5 月 25 日，记
者从渑池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县
32.5 万亩小麦 ，洪 阳 镇 已 大 面 积 收
割 ，天 池 镇 、仁 村 乡 、果 园 乡 、仰 韶
镇 等 乡 镇 开 始 陆 续 收 割 。 截 至 25
日 15 时，该县当天共投入收割机 25
台 、收 割 1230 亩 ，已 累 计 收 获 小 麦
14305 亩，预计 6 月 10 日左右完成收
获工作；秋粮计划播种 33.4 万亩，已
播 种 1.17 万 亩 ，预 计 6 月 25 日 前 完
成播种工作。

目前，渑池县农户有小麦收割机
293 台、各类播种机 1830 台，另有跨
区作业机械 200 台，能够满足“三夏”
期间生产需求。

该县强化田管机收，全力做好夏
收工作。一是抓好后期管理，最大限
度提高产量。二是抓好应急抢收。
各乡镇成立农机服务中心和应急抢
收服务队，提前做好烘干准备，保证
烘干机械随时投入运行，并加强区域
联动、互通信息，开展湿粮应急烘干；
多种形式帮助解决外出务工、劳力短
缺的农户，做好抢收抢种工作。三是
抓好机收减损，引导农民、机手因地

制宜、适时收获，降低机收损失。
该县强化夏种夏管，打牢秋粮丰

产基础。抢时早播，指导农民选用高
产耐密抗逆品种，大力推广玉米种肥
异位同播、种子包衣拌种等技术，提
高播种质量；通过合理密植、化控防
倒、密植滴灌、精准调控等，提高大
豆、玉米等农作物单产；指导农民及
时查苗补种、浇水施肥、防治病虫，确
保苗齐苗匀苗壮。

该县强化秸秆禁烧，提升综合利
用水平。县级层面制定秸秆禁烧 23
条措施，成立 3 个工作督导组、3 支灭
火队、1 支执法队，不断下乡入村指
导，并督促各乡镇、各村尽早成立灭
火队伍，做到有备无患。各乡（镇）提
前谋划部署，注重预警预测，加强工
作指导，增强群众工作能力。发挥

“蓝天卫士”系统监控作用，落实领导
带班制，充实乡村处置队伍，坚持 24
小时值班值守，做到人防技防相结
合，提高全时段管控能力。用好农机
具购置补贴政策；加强秸秆“五料化”
利用技术指导和推广应用，推进秸秆
科学规范还田和利田利用。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