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黄佳 通讯员 雷国运 文/图

本报讯 6 月 10 日，由周口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 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周口市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建业集团周口城市公司承办的周口市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
示活动在中心城区关帝老街举行， 众多
游客相聚在此， 共同感受文化和自然遗
产的无穷魅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在传统曲艺展
区 ，沈家唢呐 、河南坠子 、板胡 、太康道
情、古琴、木偶戏、越调连番上演，游客驻
足听赏纷纷叫好；在关帝老街，非遗项目
周家口木版年画、刘氏剪纸、陈州酱菜 、
泥泥狗、布老虎、郸城泥塑、蛋雕、葫芦烙
画、项城面塑、欧家棕编、老李家银饰、沈
丘顾家馍、 王妙钩绳编织等各色非遗产
品一字排开，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
一圈逛下来， 不少游客的手中已是收获
满满。

“空心挂面都是纯手工制作 ，经 18
道工序，吃起来口感非常筋道 。”川汇区
非遗手工空心挂面第六代传承人 、2021
“河南非遗年度人物” 姚芳雨向一位顾
客介绍空心挂面 。 记者弯下腰仔细观
察 ， 细细的挂面针尖大小的孔清晰可
见，记者好奇地问这是如何做到的 。 姚
芳雨说 ：“做好一挂挂面中间要经数次
醒发 ，还有拉伸 、晾晒工序 ，需要 16 个
小时。 但不管多麻烦，我们从来都是按
照传承百年的方法去做 ，从不添加任何
添加剂 。 我们代代相传的不止非遗技
艺，还有做人的品行。 ”

“这确定是手工剪出来的？ 形神兼备
啊！ ”一位顾客拿着剪纸仔细地欣赏后发
出赞叹。 这些精美的剪纸作者正是周口

市级非遗淮阳刘氏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刘秀华。 这位 30 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
后，投身到自己热爱的剪纸艺术事业，在
业界已小有名气。 “未来，我不仅想继续
发扬剪纸艺术， 还想带着中国文化走向
国际舞台，想把中国文化发扬出去。 ”刘
秀华说。

“今年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宣传

展示活动现场特色就是将非遗产品展

示展销与越调、太康道情戏、木偶戏 、豫
东大鼓传统戏曲展演相结合 ，在提升街
区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让市民沉浸式感
受非遗韵味，进一步提升非遗项目的知
名度，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周口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穆乐

说。 ②15

□记者 李莉

本报讯 “现在办事一个
窗口就能办完，不用来回跑，真
是越来越方便 、 越来越舒心
了！ ”日前，在周口市政务服务
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 市民刘
女士对“一件事一次办”服务连
连称赞。

新生儿出生、开超市、开饭
店……对群众来说， 这些就是
自己的“一件事”，希望一次就能
办好。“一件事一次办”就是将企
业和群众需要跨部门、 跨层级、
跨业务办理的事项，特别是需经
多个环节办理的事项，通过环节
整合、流程优化，实行一次告知、
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
理、一网办理、限时办结、统一出
件，线上“一端受理、一网办理”，
线下“只进一扇门、只找一个窗、
最多跑一次”。

我市结合实际， 梳理形成
“出生一件事”“我要开饭店”等
第一批 63 个主题式套餐服务，
采取高频事项并联办、 关联事
项打包办的方式， 将涉及多个
部门、多个环节办理的“一揽子
事”整合成为“一件事”，实现一
套材料一个流程全办完， 不断
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
目前，依托于“一件事”联办平
台，已在“周到办”APP 上线试
运行 25 类“一件事”。 ②18

□记者 刘华志

本报讯 为推动体育周口

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
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活动有机

结合， 周口市第八届中华龙舟
赛将于 6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周
口市水上运动中心 （周口大道
桥东北岸）举行。

赛龙舟是中华民族传统水

上体育项目，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
群众性全民健身中华龙舟赛活

动，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
传承推广龙舟精神、彰显周口市
文明城市建设成就、提升群众幸
福感和获得感具有积极意义。

本届中华龙舟赛由周口市

人民政府主办， 周口市教育体
育局、周口市总工会、周口市市
直工委、周口市文明办承办，旨
在努力打造全省有影响的全民

健身品牌项目。 龙舟赛竞赛项
目包括 200 米 、500 米直道竞
速，水上拔河，翎船捕鸭。 ②18

□记者 王伟宏

本报讯 日前记者获悉，中华文学基
金会正式复函 ，决定授予周口市 “文学
之乡 ”称号 ，这标志着周口获得了一项
文学领域的国字号殊荣和对外宣传的

金字招牌。
周口市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具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市委、市政府重视
文学事业发展， 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
惠民工程建设上投入较大，围绕“周口作

家群”相关研究、 宣传工作有特色、有亮
点，有较为活跃的文学创作队伍，文学发
展具有较高水平，获评“文学之乡 ”实至
名归。

中华文学基金会是中国作家协会所

属全国文学界的投资基金会， 是公益性
社会团体。 “文学之乡”是在中国作家协
会的领导下， 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具体实
施的文学公益项目。 “文学之乡”品牌创
建， 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繁荣当地的文
学创作、普及文学知识、鼓励和扶持基层

文学事业建设、培养文学新人，另一方面
有利于激励其他地区的文学发展， 起到
“标杆”示范作用。

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相勤说，周口
市获批“文学之乡”，标志着周口的文学发
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既是一
种崇高的荣誉，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文学之乡”
的旗帜和引领作用，扛牢责任，主动作为，
为周口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文学智慧和力量。 ②16

□记者 王永剑 通讯员 王茗

本报讯 6 月 11 日，记者从周口市港
航局获悉，截至 5 月底，今年全市完成港
口货物吞吐量 1779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今年累计完成 35944 标箱。

今年我市航运建设如火如荼，港口吞
吐量快速增长，喜讯连连。 6 月 11 日，市
港航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沙颍河周口至
省界航道升级改造工程 5 月份完成投资

222.6 万元，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24.12
亿元；西华逍遥港建设工程已全部完成，
港区洗煤车间厂房正式开展生产作业 ，
本月共出港煤炭 820 吨，完成纯碱、陶瓷、
小麦等集装箱吞吐量 601 标箱；合肥市港
航事业发展中心和周口市港航局达成合

作共识；市港航局将赴江淮运河、长江中
上游地区、省内重点目标企业、晋陕蒙地
区进行业务联系， 尽快达成一批合作意
向，为我省深入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加强

与长江经济带沟通联系发挥应有作用。
在运输生产方面，我市 5 月份完成港

口吞吐量 3668439 吨 ， 其中进港货物
1323530 吨，出港货物 2344909 吨。截至 5
月底， 全市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779 万
吨，同比增长 36.6%，占全省港口货物吞
吐量 83%；完成货运量 285 万吨，货物周
转量 142508 万吨公里 ；5 月份集装箱吞
吐量 10062 标箱，今年累计完成 35944 标
箱，同比增长 99.3%。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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