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2

日，修武县郇封镇老年人空竹队队员们正在参加修武春晚彩排节目龙形空竹表演。 空竹已有

900

余

年的历史。空竹的制作和表演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的重要组成，

2006

年，“抖空竹”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崔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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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归宫，十二年一轮的农历龙年又到了。

在十二生肖中，龙是唯一带有神性的动物，排在第五

位。 龙的图案和传说可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文化。 《说文解

字》介绍：“龙，麟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

在老百姓心目中，龙是一种吉祥的神物。 据考证，早

在

2000

多年前，人们就开始用舞龙来求雨了，后来舞龙

成了一种重要的民间喜庆活动。 现在不少地区逢有节庆

都有舞龙活动。在我国南方，端午节龙舟竞渡也是一个古

老风俗。在浙江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一件青铜锁上，就刻有

龙舟竞渡的图案。

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 将神化了的龙融入各种工艺

品的设计制作中。在我国，用龙纹装饰的家具几乎遍及所

有的门类。 无论是大型的床榻、橱柜、落地大屏风、宝座，

还是小巧的架、几、凳、盒、匣等，都可以见到龙的形象。神

奇的龙，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些引人

入胜的故事中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

“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是一种神

圣、祥瑞的象征。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只要提到“东方巨

龙”，人们就会跟中国联系起来。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

早已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

即将到来的龙年为双闰年，既是阳历闰年，又是农历

闰年，共有

384

天。比人们常说的每年

365

天多

19

天，更

比农历辛卯兔年多

30

天。

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报讯

1

月

16

日至

17

日， 共青团河

南省十三届七次全委 （扩大 ）会议在郑州召

开。 河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邓凯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团省委书记侯红 ，副书

记郭鹏 、孙巍峰 、贾宏宇 ，团省委纪检组长 、

党组成员黄明海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央书记处对共青团

工作的指示意见 、省九次党代会 、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 团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总

结部署了全省团的工作 ，审议通过了 《共青

团河南省十三届七次全委会关于团省委委

员卸职递补的确认案（草案）》、《共青团河南

省委关于在推动务实河南发展中进一步加

强团干部作风建设树立三种形象的决议 （草

案）》和《全省团的领导机关“一融三同”党性

实践锻炼活动考核办法（讨论稿）》。

会议还对去年以来全省共青团重点项目

建设进行了表彰，焦作等六个地市获得

2011

年度河南共青团 “中原经济区青春建功行

动”组织奖殊荣。 其中共青团焦作市委组织

实施的 “庚玄杯 ”青年农民 （合作社 ）之星大

奖赛、“万基杯”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荣获

2011

年度河南共青团 “中原经济区青春建功行

动”优秀项目奖。 （小青）

当今

,

举国上下在思考文化文化自觉、文

化自信、文化自强；在讨论文化文化发展、文

化改革、文化繁荣；在建设文化文化立国、文

化兴国、文化强国。 对内

,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对外

,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

,

与世界交流、对话

,

向世界展示、说明发展

进步的中国。 中华民族正以一种更宏大的历

史胸怀

,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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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文化新时代。

欢欢喜喜过个年

,

这年“属龙”

,

过的就是

“龙文化”、“年文化”。

龙文化。 “黑潭水深黑如墨

,

传有神龙人

不识。”中国龙文化上下五千年

,

源远流长。民

俗节日多与龙相关

,

舞龙灯、祭龙王、赛龙舟

,

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 龙凤呈

祥、生龙活虎、龙腾虎跃

,

这些充满希望和期

盼的好词

,

都带着“龙”。 龙

,

以蟒蛇和闪电为

躯干原形

,

融进马、鹿、虎、鹰等多种动物要

素

,

形成神圣优美、多姿多彩、矫健生动、飞腾

变化的艺术形象

,

行云施雨的神灵形象。龙的

形象深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

,

龙的影响波及

中华文化各个层面。龙

,

是炎黄子孙一种符号

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

,

令人激动奋

发自豪。龙

,

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世界各

地

,

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经典意向。 “龙的传

人”、“龙的国度”获得世界认同。

年文化。 “爆竹声中一岁除

,

春风送暖入

屠苏。 ”春节

,

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象征

,

是对

自己文化记忆的顽强保留

,

也是对团圆、亲

情、祥和等重要文化价值的坚定守候。 只需

看看一年一度的“春运”

,

每当农历年岁尾

,

无

论是在天南、在地北

,

也无论是在机场、在车

站

,

成千成万成亿的人

,

提着行李

,

排着长队

,

不管多么艰难

,

也不管多么疲惫

,

都要赶在春

节前回家与亲人团聚。 这样数亿人规模的定

时大迁徙

,

就为一句话

,

回家过年。 在别的国

家

,

有谁见过？ 它显示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人、

对故土的强烈眷念。这是树根对泥土的依恋

,

是水滴对大海的皈依。

世界上圣诞节很热闹

,

那是给“神”过节

,

是给 “神变成人”

(

耶稣平安夜降临人间

)

过

节；春节

,

真是实实在在给“人”过节

,

给自己

也给亲人过节。

“春节团圆”的文化

,

融汇到中国人的血

脉中

,

那么自然亲切、历久弥新。 尽管全球化

进程使许多东西化解

,

但中国人眷念家人故

土之情永不化解。

老百姓说

,

现在生活好了

,

过年的味道

,

就

不光是吃饺子、穿新衣了

,

过的就是文化。 龙

文化、年文化

,

透着一句话

:

天行健

,

君子以自

强不息；地势坤

,

君子以厚德载物。

龙文化、年文化

,

都是人民群众文化创造

的产物。 细想一下

,

何止于此？ 无论是作为观

念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体系、道德规范

,

还

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 书法绘画、诗

词歌赋

,

无不源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生活

最深刻

,

群众最智慧。 建设文化强国

,

根基在

群众、智慧在群众、力量在群众。 尊重人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

,

千方百计保护好、发挥好群众

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

从百姓朴素的话语中

提炼闪光思想

,

从民间鲜活的艺术中萃取创

造元素

,

从基层生动活泼的实践中获得发展

动力

,

全社会的文化活力就不难竞相迸发

,

全

社会的文化创造就不难充分涌流。

叶小文

孟州市近年来加强

民间技艺的保护工作。 图

为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的河阳街道缑村

“乔家制鼓”的艺人，正在

对成品鼓做出厂检验，迎

接春节期间的销售旺季。

张泽斌 摄

龙年说龙

龙年的文化气息

山阳民俗文化绽光彩

1

月

13

日，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给女儿讲解巨型彩面馍馍。 彩

面馍馍，俗称“花馍”，过春节修武的老百姓都要蒸制花馍，除了食

用、观赏外，还是寄托心愿的一种方式。 崔红星 摄

共青团河南省十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

焦作共青团获得多项殊荣

生肖邮品“描绘”龙年新意

1

月

5

日，为配合

2012

龙年生肖邮票的发行，中国集邮

总公司系列龙年邮品同日面世。与往年相比，龙年生肖邮品在

策划创意方面凸现新意， 在艺术性和文化性方面进行了更加

深入的挖掘， 除了保留首日封这一常规形式不变以外，“龙韵

邮藏”和“龙韵非凡”两个系列的

12

款产品，以及龙年高端精

品生肖金砖产品的面世， 充分拓展了龙文化的民俗性与文化

内涵，真正体现了创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势。

小 龙

2011年焦作共青团战线

工作总结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1

月

13

日上午，

2011

年焦作共青团战线工

作总结交流会在河南煤化焦煤集团召开。 团市委副书记

张刚、郭晓黎

,

以及部分团组织负责人，团市委机关相关

部室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郭晓黎对我市

2011

年城市战线和学校战线共

青团工作进行了梳理盘点。 各基层团组织分别采用视频

短片、幻灯片等形式，就本单位

2011

年团的常项工作、特

色工作、参与和落实团市委重点工作等情况作了汇报、交

流。 最后，张刚就目前共青团战线工作的形势、面临的问

题以及相关工作方法等三个方面作了重要讲话。

（小青）

修武县团委开展慰问活动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下午， 共青团修武县委组织我滴

幼儿园、妇幼保健院的志愿者来到城关镇敬老院，为老人

们送去了新春的祝福和棉衣等慰问品， 志愿者与老人们

聊天、拉家常，详细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及身体情况，向老

人们表示节日的祝福，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

日。 随后，妇幼保健院的医疗志愿者为老人体检身体、看

病，并赠送了药物，保证敬老院老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

好春节。 幼儿园的孩子们为老人们送上了 《快乐天使》、

《牛奶歌》等文艺表演，并向老人们赠送了亲手制作的新

春贺卡。 （修团）

举行“心手相连 温暖冬天”

活动发放仪式

本报讯 为了贯彻团省委 “温暖冬天·

2011

希望工

程爱心大动员”活动精神，切实帮助农民工子女和贫困中

小学生温暖过冬，快乐成长。

1

月

10

日下午，沁阳团市委“心手相连 温暖冬天”活

动发放仪式在山路平中心学校拉开帷幕。 山路平中心学

校全体师生

200

余人参加了发放仪式。

捐赠仪式上， 团市委机关人员现场为学生们戴上了

棉帽、棉手套和棉围巾，发放了棉门帘等保暖用具，同学

们纷纷表示，一定会珍惜爱心，好好学习，早日回报社会，

报效家乡，做爱心的传递者。

据悉，截至目前，沁阳团市委“心手相连 温暖冬天”

活动共计筹集

1

万余元物品， 随后将陆续全部发放到贫

困学生的手中，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冬天的温暖。

（沁团）

本报讯 围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

“两个全体青年”的重要政治目标，团山阳

区团委紧密结合全区经济发展模式，依托

街圈等产业结构，深入调研、积极创新，以

摩登商业街为试点，探索一卡一联盟“双

服务”措施，服务青年创业发展，强力推进

全区商业时尚大团建模式。

一是时尚文化引领青年互动，凝聚街

圈青年。 根据青年文化需求及地域特色，

开展青年

boss

桌球大赛、 青年调酒比赛、

发艺形象设计大赛、 健身会员友谊赛、扶

贫助困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吸引商业街

青年参加，达到丰富青年文化生活，凝聚

体制外青年的目的。

二是创新组织模式， 为街圈青年安

家。通过竞聘演讲、才艺展示、大众评审等

环节推选联盟盟主和不同行业群群主，成

立团山阳摩登青春创业联盟，盟主兼任团

工委书记。形成了“团组织主导

,

青年自建

,

青年自管”的青年组织网络体系，给摩登

街

500

余名非公企业的团员青年安了一

个家，增强体制外青年的归属感。

三是推出摩登青年卡，服务街圈青年

创业发展。 通过组织

23

家联盟单位签订

优惠协议，由团区委统一制作青年卡

1

万

张， 努力为创业青年搭建开拓市场的平

台， 引导青年健康消费时尚共青生活，促

进体制外青年团组织生活有形化。

目前，团山阳区整合社会资源全力推

动青年创业发展，共青团联合工商、人社、

卫生、银行等多家单位联合创立青年创业

示范街，分别出台优惠政策对街区联盟创

业青年进行扶持，实现了共青牵头、部门

协作、资源共享。 以此为试点辐射带动全

区街圈时尚团建发展，通过“一卡一联盟”

激发非公团建内生动力。 （山团）

团马村区委

紧扣需求

创新服务青年载体

本报讯 团马村区委紧紧围绕全区党政中心工

作大局， 紧密结合青年实际需求， 精心设计服务载

体，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

维护青年的职能作用，努力构建活动平台，服务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强化青年就业培训促就业。 大力开展青年劳动

力就业培训，积极培育就业载体，推动青年劳动力就

业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团区委与区劳动就业局联合

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内容的就业技能培训。

营造青年创业良好氛围。 为推动青年创业扶持

工作，加强资金政策扶持，专门邀请市人劳局专家为

辖区青年开展业务讲座， 并与邮储银行焦作市文昌

路支行印制了青年小额贷款宣传册， 召开青年创业

小额贷款推介会， 及时对大学生村干部和社区团支

书进行金融知识培训，积极为青年创业创造条件。

开辟青少年维权工作新途径。 为进一步普及心

理健康知识， 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自我、 家庭和社

会，学习实用的心理调适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为了让更多需要关心的农民工子女、 留守儿童和贫

困家庭得到帮助， 团区委先后联合河南省地矿局第

二地质队、 河南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

走访学校，捐助价值

8

万余元的棉衣、棉帽等保暖护

具和助学金， 使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团组织的关心和

温暖。

（马团）

本报讯 “三个干什么”实践讨论活动

是去年年初团中站区委为提升全区干部

思想作风建设而提出的一项具体措施，即

“清楚应该干什么、思考能够干什么、看看

工作干成什么”。 团中站区团委积极响应

区委号召，通过“四个相结合”的方式在全

区广大团员青年特别是团干部中深入开

展了“三个干什么”实践讨论活动，统一了

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基层团干的工

作能力，提升了基层团组织的活力。

成立了由团区委书记负总责的领导

小组，制订了活动实施方案。 特别要求每

名团干部都要制订学习计划，确定《何平

九论》为必读书目，《中国智慧》等为选读

书目，采取每日学习、每周交流、每月点评

的办法，使每名团干部都把学习作为一种

工作生活习惯保持下去。

根据“三个干什么”活动要求，在全区

各级团干中开展“立足岗位思考自身工作

作风还存在哪些问题？ 下一步怎样转变工

作作风？ ”讨论活动，明确工作改进方向。

定期组织召开座谈会，让团干们嗮出自己

的工作日志，讲出工作心得。 通过嗮日志、

比心得，使同志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借

鉴，促进工作的有效开展。

结合团中站区打造西部工业城、建设

北部后花园的目标，团区委要求每名团干

主动拉高工作标杆，以更快的节奏、更高

的效率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 努力使共青

团的每一项工作都是精品、每一项活动都

是亮点，在构建和谐新团中站的历史进程

中，彰显共青团的青春力量。

（中团）

青春激扬竞殊荣 阔步前行踏征程

团中站区委：统一认识 提升基层团组织活力

团山阳区委：一卡一联盟服务青年创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