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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日，霜降。在这个季节，有
一种水果上市了，这就是甘蔗。

俗语讲 ，冬吃甘蔗赛过参 ，霜打
过的甘蔗才会更甜更好吃。中医认为
甘蔗可以润肺生津、清热、解酒、解河
豚毒，对肺燥咳嗽、心烦口渴、反胃呕
吐、大便秘结有好处。

图为 10月 24日，淮阳区王店乡彭
老家村彭作义家的甘蔗田里一片丰收

景象。 记者 刘俊涛 摄

10月 24 日，淮阳区新站镇徐庄村民正在对种植的萝卜进行田间管理。 有经验的菜农表示，萝卜叶片生长最适宜温度是
5～25 度，肉质根生长最适宜温度是 18～20 度，根据天气的变化，霜降过后这个时期正是萝卜等一些蔬菜产量形成的重要阶
段，可以通过冲施或叶面施肥、浇水等有效提高蔬菜品质。 记者 刘俊涛 摄

读者在下载“书香河南”数字阅读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黄佳 文/图）“在
‘书香河南’数字阅读平台，不仅可以
看书还可以听书，解放了双眼，同样
能达到阅读的效果。 ”10月 22日，居
家办公的王女士对记者说，她平时工
作忙，自从下载“书香河南”数字阅读
平台，在做饭、做家务的时间也可以
涨知识了。

互联网时代，数字阅读已成为阅
读的重要方式。 近日，周口市图书馆
推出的“书香河南”数字阅读平台体
验活动， 为用户提供了电子图书、有
声读物等丰富有趣的阅读新体验，深
受读者欢迎。

周口市图书馆副馆长勾雅娜介

绍，“书香河南” 数字阅读平台是河
南大学出版社与国内数字出版第一

家上市公司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

联合搭建的全国第一家个性化数字

阅读平台 ， 平台有 12 万册电子图
书 、6 万多集有声读物 、200 余种数
字期刊等正版数字内容资源， 并以
每年不少于 20%的规模进行更新 。
平台涵盖了教育教学、军事政治、小
说传记 、文化体育 、纪实历史 、自然
科学等 27 个门类，所有资源均可免
费阅读、收听、收藏、下载，无需额外

付费。
据了解，“书香河南”数字阅读平

台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物的学习

阅读，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的学习阅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读物的学习阅读，推出
了一系列党的重要文献、领导人论述
摘编、经典原文原著等。同时，紧紧围
绕党史学习教育，推出了包括《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在内的“四史学习资
料包”。

“在平台上可以看到丰富全面的
疫情防护科学知识，非常涨知识。”市
民周先生表示，数字阅读带来了极大
便利，只需一部手机，便可随时随地
读书。

据介绍 ，除了 “书香河南 ”数字
阅读平台之外， 周口市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还推出了“微信图书馆”，“微
信图书馆 ” 包含 10 万余种电子图
书、1500 余种电子期刊、6000 集有声
读物、350 种报纸， 开设了习近平的
“书柜”、党建书柜、中华传统文化书
柜、战“疫”书柜等 10 个不同主题的
书柜， 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
求。 ②15

“云”阅读随时随地享书香

共融促推广 创意开新路
周口市博物馆

������今年国庆假期， 到周口市博
物馆（以下简称周博）“打卡”的观
众人数呈 “井喷 ”状态 ，10 月 2 日
更是突破 5000 余人次，创下该馆
历史新高。 此后虽然阴雨连绵，但
也阻挡不住观众纷至沓来与本地

文物亲密接触的热情。 一波又一
波的客流，令馆长周建山直呼“没
想到”。

2022 年是周博对公众免费开
放的第 11 个年头，回看成长历程，
参观人数暴涨不是倏然而至，而是
厚积薄发。 习近平指出，博物馆不
仅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殿堂”，更是“一所大学校”。周博站
在新征程的起点，在新理念和新创
意的加持下，在服务本区域的基础
上力求突破，为“道德名城、魅力周
口”增添不一样的光彩。

核心阅读

文物说话

内引外联促共融推广

这十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下， 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 周博紧抓良好历史机
遇，加强文化交流，用丰富的馆藏
文物搭建外界走近周口文化的桥

梁。今年以来，周博馆藏文物频频
“出圈”。 5 月，鹿邑太清宫长子口
墓出土的西周“析子孙”方鼎仿制
品，走进河南·戏剧幻城参展“麦
田里的博物馆”。 6 月，馆藏以鸟
为图腾的东夷文化代表器物 “青
铜形提梁卣”，登上泰山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制作的爱鸟宣传片

《飞悦四季来泰山》。 8 月，馆藏楚
越文化的代表器物 “战国错金越
王不光剑”，赴浙江省博物馆参加
《“越颂———中华文物中的浙江传

奇”特展》。
9月 8 日，由中国邮政制作的

《虎文物》特种邮票正式发行。 此
套邮票共 6 枚， 第 5 枚邮票即是
周博馆藏的“金·磁州窑白釉褐花
卧虎枕”， 是 1978 年 7 月商水农
民翻土时发现的。枕体呈卧虎状，
枕面为腰圆形， 前高后低， 大平
底。整器以虎身为枕身，以黑彩绘
出虎头形象和虎身条状斑纹，虎
鼻为两气孔，形象生动活泼。 “虎
背”“虎腹”皆绘有花纹，颇有“心
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味，情趣
盎然，体现了工匠丰富的想象力。
周口文物走出去， 为讲好周口故
事、传播周口声音、弘扬周口文化
发挥了积极作用。

理念升级

“研学+文创”蹚出发展新路

2022年暑假期间， 参加周博
研学活动的孩子们发

现，不仅现场活动变得
丰富多样，还能带走一

套 “唐张公艺百忍图赞碑 ”拓印
教学包。 “把文物带回家”，周博
的做法迅速在家长群体中流传

开来。 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原
定只办一期的暑期研学活动最

终办了三期。
唐张公艺“百忍图赞碑”由明

代万历年间商水知县张德崇精心

制作， 起初镶嵌在商水文庙的墙
壁上，周博落成后被征集入馆。虽
然历经 400 多年的风雨， 但碑上
字迹仍清晰可见，上部雕刻着“唐
张公艺百忍图赞”8 个大字，下部
则是由 100 个忍字组成的圆形图
案，忍字排列别具匠心。 “百忍图”
的故事在我国相传已久， 碑刻的
主人公张公艺生于北齐承先二年

（578 年）， 卒于唐仪凤元年 （676
年），郓州寿张（今河南省濮阳市
台前县）人，治家有方，一家九世
同堂，三百多口人的大家族，在他
的精心治理下 ，和睦礼让 ，繁荣
昌盛。 唐高宗泰山封禅归来亲至
其家 ，向他询问治家秘诀 ，张公
艺书写了 100 个“忍 ”字呈上 ，深
得唐高宗赞许。 千年以来，这个
故事被人们传为美谈，是新时代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珍贵历史

文化资源。 2021 年年底，河南博
物院 “豫来遇潮 ”文创提取该碑
“忍”字元素，推出文创产品拓印
盲盒、“忍·尺”，并邀请馆长周建
山连线 “豫来遇潮 ”直播间进行
线上解读， 迅速引起网友关注，
获得一致好评。

“研学+文创” 的模式是周博
因地制宜蹚出来的新路。 据周博
社教部主任梁军阳介绍， 由于观
众以本地人为主，与一、二线城市
相比， 周口的差异在于人们的消
费观念处在转型期， 如何吸引越
来越多的“回头客”是周口市博物
馆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针对此，周
博首先整合优势， 把过去零散开
展的研学项目系统化， 在原有项
目 “千字韵文润童心” 入选 2021

年度河南省研学实践教育特色课

程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节日传统
活动进行升级加工，加强对“小小
讲解员”的招募和培训等，把研学
项目品牌化作为吸引观众流量的

基础。 锦上添花，优势巩固，与研
学项目相配套的文创产品很快出

现在周博的开发之列。 “我们对文
创产品的理解是 ‘能产生社会教
育效应’的产品。在暑假我们做了
把研学与文创相结合的有益尝

试， 也见证了周口本地市民对此
类活动的迫切需求。 明年我们准
备扩大研学规模， 让更多人感受
周博魅力。 ”梁军阳说。

除了传拓碑，教学包“天夏粮
仓” 微型藤编即将作为新成员加
入周博研学活动， 其原型为入选
“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淮阳时庄遗址中夏代粮仓遗迹，
引人期待。

创意驱动

从润物无声到多元体验的激活

习近平强调 ： “要让更多文
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
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伴
随着社会各界对文旅文创产业

的关注 ， 周博多次开展头脑风
暴，在让文物“活”起来上下足功
夫。 9 月 1 日，第九届“中国博物
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
（“博博会”）在河南郑州举行，周
博作为周口国有博物馆代表亮

相展区。 与 4 年前仅有几个临时
打印的 3D 模型不同， 今年的周
博底气十足，携“三皇”月饼、“百
忍图赞碑 ”传拓体验盲盒 、青釉
剔花杯 、 豆青釉梅兰同春小屏
风 、忍·尺 、忍·扇等文创产品在
河南展区吸粉， 观众纷至打卡。
这些意趣盎然的文创产品来自

周博旗下注册商标的文创品牌

“弘周礼”。 今年年初文创店刚刚
成立，是周博进入“文创元年”的

标志。 通过对精品特色文物的创
新演绎，周博以宣传“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的文化定位为起点，
与时俱进展现周博风采。

除了创立“弘周礼 ”，周博还
充分利用抖音等时下最火爆的

短视频平台进行线上推广 ，国
庆期间的 “博物馆穿越 ”活动引
得达人们穿着汉服前往拍摄 。
线上热闹，线下不歇。 周博工作
人员集思广益 ， 把馆藏的明天
顺五年诰命圣旨进行 “改造 ”，
开展 “奉旨打卡 ”活动 ，观众们
在 “圣旨 ”上盖上反映不同周口
文化元素的印章 ， 体验参观周
博留下的美好记忆 。 结合现代
青年的生活习惯 ， 周博还与某
咖啡店联名推出咖啡和口罩 ，
用一切接地气的方法让馆藏文

物“活”起来、“火”起来。
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是“博物馆的力量”。 对于周博来
说，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桥梁，她蕴含着文明传承的力量；
作为豫东大地上一颗冉冉升起的

文化明珠， 她拥有着鉴古知今的
智慧力量；作为“羲皇故都、老子
故里”的承载，她承载着宛丘之上
的记忆力量。在现代展览体验式、
场景化、强互动、重科技、网络互
联化的发展趋势

下，周博从来不因
起步晚而踌躇不

前 ， 她敢于尝试
的勇气 、 力争突
破的决心书写了

多少迎难而上的

力量故事 ， 带着
魅力周口的期冀

和年轻一代的期

望向更好的未来

走去。 ①6

记者 乔小纳 文/图

穿汉服参观周博的小朋友

冬前管理蔬菜有技巧

霜降节气甘蔗甜

（上接第一版）该中心研究员、小麦育
种专家张正斌课题组拿出历经 10 年
培育而成、国家“973”计划支持的小
麦新品种———紫优 5 号彩色功能小
麦，决定在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郸城
核心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规划
占地 1000 亩， 以推动高端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探索加快营养强化功
能农业和功能食品产业化模式，由园
区入驻企业河南稼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建设实施。
“紫优 5 号彩色功能小麦在园

区第一年种植成功后 ，张正斌研究
员又指导公司科研团队与西安交

大生命学院杨水云教授课题组合

作 ，引进纳米富硒技术 ，在小麦生
长过程中通过硒肥营养生物强化

技术 ，成功培育出达到国家富硒农
产品标准的富硒小麦。 连续两年经
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 ，小麦硒含
量分别达到 0.39mg/kg 和 0.395mg/
kg， 高于国家富硒农产品标准 1.5
倍 。 其蛋白质含量高于普通小麦
20%， 并富含普通小麦所没有的花
青 素 （12.9mg/kg）、 矢 车 菊 色 素
（5.69mg/kg）、锌、铁等微量元素，其
营养成分充分体现出功能食品的

明显特征 ，完全达到功能食品的要
求 。 ”河南稼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相忠说 ，2020 年 11 月 ，该
产品被国家产品质量认证监督管

理中心选为 “中国绿色健康名优产
品”。

近年来，郸城县委、县政府紧跟
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着力发展功能农
业，全力引导、支持企业发展功能农
业和功能农产品，使农业由高产型向
健康功能型阶段转变，使得“让健康
来自于农田而不是药房，让健康来自
于食品而不是药品”的健康理念向前
迈进了一步。

“这两年来，我们一直配合张正
斌教授在田间研究、报数据，使中科
院科研成果在农高区转化落地，使千
百年来一直种植普通小麦的郸城县

种出了功能小麦，生产出了富硒功能
面粉，这全是政府正确引导和支持的
结果。 ”刘相忠说。

紫优香面，为农高区小麦全产业
链画上“同心圆”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引来了一
大批‘农、高、科’专家和高新技术企
业扎根于此。 紫小麦在郸城种植成

功，磨成面粉、注册商标、抢滩全国市
场，可谓走在了全产业链的前列。”郸
城县委书记李全林说。

“石磨启动，磨面！ ”在河南周口
国家农高区郸城核心区内的郸城县

紫优香石磨面粉厂车间内， 厂长刘
飞摁下启动按钮， 清洗机把清洗干
净的紫小麦送入石磨加工仓； 两台
石磨机组先后配合作业缓缓旋转 ，
浅紫色的面粉喷涌而出； 工人们按
照 10 斤装 、5 斤装的标准把磨出的
面粉装袋、称重、封口、打码，包装好
送入成品车间。 经过检验之后，一袋
袋“紫优香牌富硒全麦粉”就这样出
厂了。

“紫色富硒小麦，通过传统的石
磨磨出香喷喷的面粉，它作为功能食
品的品质优于同等面粉，‘紫优香’就
是从这来的。 它解决了人们的‘隐形
饥饿’问题，让人民群众吃出营养和
健康。 ”张正斌说。

从 2019 年签约中科院引进种
子， 到 2020 年通过生物强化技术在
非富硒土壤带培育出富硒紫小麦 ；
再到 2021 年大规模种植取得成功，
连续两年检测富硒含量超过行业标

准； 再到 2022 年全面完善小麦全产
业链， 确保紫优香牌富硒全麦粉的
食用品质和微量元素等不受影响 ，
全部采用传统的石磨加工； 再到稼
丰公司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成
功签约北京 、广州 、深圳 、上海等全
国多个城市的代理商，形成了培育、
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功能小麦
全产业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目前，郸城
县围绕这条产业链正在筹建富硒紫

麦全麦粉无尘车间、功能小麦低温储
藏库、纳米硒肥研发实验室，为满足
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和生
产规模，为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
增添新活力。

“大量研究表明，硒对人体健康
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食物中硒
元素的多少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它
能参与生物酶催化反应、 抵抗衰老、
调节机体免疫系统、 抵抗病毒等，我
们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投入更大的科
技力量，推动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在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转化落地，让紫
优香牌富硒全麦粉成为河南周口国

家农高区的形象产品，打造周口特色
品牌。 ”张正斌说。 ②15

政府搭桥 科企联姻
成 果 转 化 结 硕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