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高中“探花”

国家艺术基金设立 10周年河南省立项资助成绩“张榜”

□记者 徐启峰

本报讯 近日， 国家艺术基金设立 10 周
年河南省总结大会暨 2025 年度申报工作培
训在郑州举办。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
心被评为“国家艺术基金设立 10 周年河南省
立项资助成绩突出单位”， 位列河南省第三。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申小梅上

台领奖。

据了解，国家艺术基金设立 10 年来，河南
省累计申报项目 3421 个， 获批立项项目 245
个，获得资助金额 1.9 亿元，申报项目数量、立
项获批数量和获得资助资金额均居全国前列。

对于此次高中“探花”，申小梅表示，这是
全体演职人员多年来团结一致、 拼搏奋进、精
益求精结出的硕果。 今后，他们将继续保持进
取之心，涵养艺术之魂，多出新人、多出精品，
为河南争光、为越调添彩。 ③5

鹿邑举办益寿母亲节祈福大典
倡议设立属于华夏儿女的母亲节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马涛 文/图

本报讯 4 月 23 日， 作为 2024 年老子庙
会的压轴活动， 第二届益寿母亲节祈福大典在
鹿邑举行。 来自全国 30 余家老子文化研究机
构的专家学者、 鹿邑古代名人后裔和社会各界
代表齐聚鹿邑县太清宫后宫 （洞霄宫）， 隆重
纪念老子母亲益寿氏诞辰， 共同为天下母亲祈
福许愿。

此次益寿母亲节祈福大典由鹿邑县委宣

传部、 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鹿邑县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鹿邑县老子文化产业园
区等单位承办， 福建省青山传统文化发展基
金会、 鹿邑县汉服协会、 鹿邑县老子学会等

单位协办。 整个活动由开幕式、 古代李母祭
典复原表演和公祭 3 部分组成， 其中以唐宋
时期数位皇帝亲临鹿邑祭拜老子和李母的真

实历史事件为背景， 经对古代皇家祭祀礼仪
和服装形制严格考证而复原的古代李母祭典

表演， 程序严谨， 威仪肃穆。 现场 2000 多名
嘉宾和观众参加了祈福活动， 多家媒体进行
了现场直播。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呼吁全社会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 传承爱母孝亲美德 ， 彰显母
教母爱价值 ， 培育孝老向善精神 。 同时 ，
倡议社会各界凝聚共识 ， 树立典范 ， 抓紧
设立一个属于华夏儿女的母亲节。” 鹿邑县
文联主席王亚飞说。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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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优势让“流量”变“留量”
———从“边缘”到“前沿”看周口港城之变

□记者 王永剑 何晴/文 梁照曾/图

交通之变，是城市升级的序言。
周口实施优势再造战略，加快推动交通体系、物流枢纽与港

城发展互动融合，从发展边缘到开放前沿，“化”区位优势“为”枢
纽经济优势，进而壮大临港产业，为建设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
聚势赋能。

内河大港就是中原名片

从周口中心港向东十余公里，沙颍河河道稍稍拐向东南，商
水县黄寨镇的王楼寨、前赵寨、王潭庄、小集等村庄簇拥在这片
弧状的河道南边，村庄所在区域形成一处天然的优良港地。 这里
就是未来中原名片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 是河南内河航
运“11246”工程的龙头项目、标志性工程。

这个项目在 2024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被称为 “周口港
小集作业区”。 就“小集作业区”的定位，2024 年年初召开的河南
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曾提及，“小集作业区” 聚焦集装箱专业
港口定位，将打造具有一流港航基础设施、一流航运技术装备的
现代化内河港口。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河南省集疏运体
系，成为构建中原出海新通道的重要支撑，对推动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及河南省内河航运提质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月 20 日， 记者在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一期工程建
设工地上看到，这里桩基林立，几十名工人正在搭建钢架结构的
施工车间，车间雏形已现。

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于海涛说，在内河航道，周口港定位的
就是顶级港口。 周口是沙颍河航运的末端，与安徽等地的港口相
比，最大的优势是直接对接中西部大市场。 贾鲁河通航后，郑州
港的货物可以直接在周口港转驳， 周口航运枢纽地位进一步提
升。

临港产业就是平台经济

港口的建设、岸线资源的整合，是港口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
支撑。

临港经济， 是港口城市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前景的领域之
一。 依托沙颍河水道通江达海连接长三角经济圈、 珠三角经济
圈、北部湾经济区，构建中原出海新通道，推动周口经济加速发
展，是我市的重大战略决策。

目前，我市已开通 24 条集装箱航线，与国内外港口联通，“朋
友圈”遍布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2024 年
计划新开通周口港至武汉港等国内集装箱航线 6 条以上。

2023 年，周口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共计 4081 万吨。 2024 年一
季度，周口市港口货物吞吐量为 809 万吨，国内 10 多个省份 20
多个品种的货物和 20 多个国家 30 多个品种的货物在周口中心
港上岸。

周口借助出海做大城市经济， 将大力发展临港物流和临港
贸易枢纽经济，加快布局临港偏好型产业，打造临港产业集群。

产业聚集就是让“流量”变成“留量”。
如今，周口市临港产业不断壮大，益海嘉里、安钢集团、周海

粮油等一批大项目相继落地沙颍河畔；贾鲁河、涡河、汾泉河、新
蔡河等航运开发项目也在谋划临港产业；平台经济、总部经济、
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在港口汇聚。

港口是城市发展的引擎，腹地城市是港口发展的动力依托。
周口港是中原连接长三角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 具有承东

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 我市立足“临港新城、开放前沿”发
展定位， 通过港城建设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枢纽优势，“以创建港
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为抓手，把沙颍河通江达海优势转
化为枢纽优势，培育壮大临港产业，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塑
造新动能、新优势。

中原出海新通道、中原地区连接江浙沪地区的“桥头堡”、豫货
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周口的枢纽优势，再造港城质变。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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