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化体育2018年10月24日 星期三 E-mail:rbwztp@pdsxw.com 编辑 董军锋 校对 吴怡蒙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电话：4945784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通联部：4944764 广告部：4963338 发行部：4965269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00元

本报讯 （记者 常洪涛）10 月
23日，鲁山县助力脱贫攻坚河南坠
子大赛圆满落幕，22名参赛选手经
过激烈角逐，赵桃《扶贫政策暖人
心》、郑玉荣《神圣的一票》并列荣
获一等奖。

为助力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由
鲁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政协文史
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鲁山
县曲艺家协会承办了本次助力脱
贫攻坚河南坠子大赛。鲁山县是
曲艺之乡，该县曲艺家协会成立以
来，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弘扬主旋律，以繁荣鲁山曲艺

事业、培养曲艺人才为己任，不断
开展曲艺创作和演出活动，为活跃
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建
设文化鲁山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次坠子大赛气氛热烈、精彩
纷呈，22 名参赛选手以一曲《扶贫
政策暖人心》拉开了序幕，《脱贫致
富赞鲁山》将比赛推向了高潮。最
终，赵桃《扶贫政策暖人心》、郑玉
荣《神圣的一票》并列荣获一等奖。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2 名，奖金
各1500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800
元；三等奖10名，奖金各300元；优
秀奖5名，颁发荣誉证书。

鲁山县举办助力脱贫攻坚河南坠子大赛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
王自行）郏县第十三届运动会暨全
民健身大会10月23日在郏县体育
场开幕。

当天上午的开幕式文体展演
共分四个篇章。第一篇章“雄姿英
发”，表演了郏县大铜器、职工哑铃
工间操；第二篇章“崇文尚武”，表
演了健身气功；第三篇章“最美中
国”，表演了广场舞《最美中国》、足
球操；第四篇章“飞得更高”，表演
了男声独唱《飞得更高》。

本次大会共设职工、乡镇、学
生三个组别，团体项目、个人项目
共34个大项、77个小项，由77个代

表团参加，运动员 3759 名，比赛历
时12天。

近年来，郏县体育工作始终以
全民健身和提高竞技水平为重点，
积极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建设
了一批体育运动场所、随处可见的
乡村体育设施等。如今，无论是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还是农村健身广
场，居民小区的健身器械旁，公园
的休闲广场上，健身锻炼的人群随
处可见，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健康与
快乐。该县先后荣获国家全民健
身活动先进单位、国家群众体育工
作先进单位、省市全民健身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郏县第十三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开幕

青训基础薄弱一直是中国足球发展
的短板。作为中国足球发展首批五个试
点城市之一，武汉市近年来在推进校园足
球普及中，通过体教深度结合、政府购买
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搭建起相对
完善的青训“金字塔”体系。

体教结合：400多所“足校”筑
牢塔基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功利足球”等问
题，中国足球人口出现萎缩，给各级国家
队选材造成很大难题。

“衡量一个金字塔结构优劣的关键在
于塔基。”武汉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曹
文伟介绍，在传统足球特色学校基础上，
武汉市大力推进校园足球工作，校园足球
布局学校数量近三年从不到 100 所增加
到408所，接近全市中小学数量的一半。

建校 60 多年的汉阳区建港小学，三
年前才开展校园足球活动，2016年初被纳
入武汉市足球试点布局学校。现在学校
每周都有一节足球课，建起三支足球队，
两个足球社团班人数有80多人。

“校园足球只是占用孩子们放学后的
一小时，孩子们不踢球，回家更多也是玩
手机、看电视，何不让孩子来户外锻炼？”
建港小学校长喻乐佳说，踢球不仅能强身
健体，还能从小塑造健全人格与拼搏精
神，因此家长们非常支持校园足球。

踢球的孩子多了，必须有赛事才能带
动。目前，武汉市已形成校园足球联赛、
校园精英足球俱乐部联赛、“晚报杯”校园
足球比赛等赛事体系，让所有喜欢踢球的
孩子都有展示、竞技的平台。尤其是“晚

报杯”校园足球比赛，现在参赛规模已达
到千队万人。

硚口区东方红小学学生袁昌武，刚上
一年级就参加了武汉市“晚报杯”校园足
球比赛。父亲袁永华说，他联系其他5个
家长自行组队报名参加普及组比赛，孩子
已被选进校队，“现在吃饭都把球放在脚
下”。

“相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校园足球与
专业足球‘两张皮’现象，武汉市教育、体
育两个部门相互配合特别好，真正实现了
体教深度结合。”武汉市足协青训部部长
胡剑虹说，现在武汉足球青训中“教育负
责普及，足协负责提升”，两个部门各取所
长，共同投入校园足球工作。

购买服务：破解基层“谁来教”
难题

仅普及校园足球，缺乏教练来指导，
足球青训难有起色。学校受编制等影响，
无法招聘专业教练带队，校园足球水平也
难以提升。这是困扰很多地区校园足球
活动开展的共性难题。

武汉市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通
过财政出资等方式，解决校园足球布局学
校的师资、比赛等经费问题。让专业足球
教练，进驻各试点学校，带队伍、选苗子，
提升校园足球教学水平。

今年“晚报杯”校园足球比赛中，江岸
区光华路小学6场比赛5胜1负。赛场上
的表现，很难看出这是一支刚踢球3年的
队伍。

光华路小学的明显进步，离不开专业
教练的培训。来自武汉喜圆足球俱乐部

的教练王昌霖，每周在光华路小学从周一
到周五下午，带领孩子们训练一个半小
时。

喜圆俱乐部创始人孙君说，俱乐部聘
请足球教练员，和需要教练的学校签约
后，派遣教练前往开展校园足球培训工
作，“现在俱乐部共有 40 多名教练员，建
立合作关系的共有16所学校”。

“去年武汉市足协在青训领域的投入
达到4000多万元。”武汉市足协秘书长付
翔说，过去孩子踢球请教练、踢比赛、买装
备，都要家长出钱，现在由政府购买服务
提供，让喜欢足球的孩子安心踢球就行。
购买服务提供高水平教练，也解决以往优
秀苗子要么进入专业足校，要么放弃足球
梦想的“两难”选择。

武汉市足协还搭建区、大区、市级足
球青训中心，将来自各个学校输送的优秀
苗子，利用周末时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
训练，以确保学生日常上学与足球技能的
兼顾。前国脚郑斌也将两个儿子放在武
汉读小学踢足球，“武汉足球青训模式已
经比较成熟，孩子没必要送专业足校”。

社会参与：“造星计划”培育更
多国脚

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有市级足球青
训中心，一周5天都会有来自西班牙的外
教出现在绿茵场，教授孩子们如何理解足
球、掌握足球运动技巧。平时，这些外教
也会下到中小学校，交流校园足球理念与
训练方式。

来自西班牙的贝拉，在武汉足球青训
中心已经工作了 4 年。现在他不仅是武

汉足协青训总监，他的儿子就在武汉读小
学，第二个孩子也出生在武汉。“4年前，武
汉青训只有两个外教和两个中方教练，现
在外教都有十多个了。”

这些外教的出现，与社会各方参与密
切相关。2014年初，武汉市足协与尚文地
产共同推出“尚文之星”青训计划。按照
协议，尚文地产将在 10 年内，每年投入
200万元，开展青少年精英培训。

尚文体育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成熟
的青训模式，是他们投入参与青少年足球
事业的重要动因。“尚文之星”计划通过邀
请外教、送出留洋、多打比赛等方式，造出
更多未来“新星”。

“我们的‘造星’计划，目的不在于队
伍能在比赛中拿第几，我们关注更多的是
这批队员中，多少人能进入国家队，为国
效力。”胡剑虹说。

目前，武汉足协已分四批输送近 90
个孩子赴西班牙留学。“与国内训练最大
不同，是在西班牙训练并不累。”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留学3年的刘子威说，一般国内
训练讲完技术要领后，就是不断地重复练
习，还有长跑、仰卧起坐等体能训练。但
在西班牙，训练中更多时间在讲解技术和
理念，讲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容易
接受。

“武汉足球青训工作，是全国做得最
好的地区之一。”中国足协男足全国青训
总监李树斌说，通过政府支持、足球普及、
外教提升等一系列举措，武汉形成了相对
完善的青训体系，“已经成长为地方足协
青训工作的榜样”。

（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

——中国足球青训“武汉模式”观察

“衡量金字塔的关键在塔基”

10月 22日，嘉宾共同发布《古
画会唱歌》数字音乐专辑。当晚，

“古画会唱歌”NEXT IDEA 音乐
创新大赛分享会在故宫博物院建
福宫花园举行，入围选手倾情演绎
了本届大赛的优秀音乐作品。

据了解，比赛由故宫博物院、
NEXT IDEA 腾讯创新大赛、QQ

音乐三方联合主办。今年故宫博
物院开放授权《千里江山图》《清明
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
图》等一批珍藏名画作为素材，以

“古画会唱歌”为主题，鼓励青年创
意者以音乐创作的形式传递中国
古画的文化内涵，传承传统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故宫上演“古画会唱歌”音乐分享会

据新华社吉隆坡10月23日电
（记者林昊 王大玮）马来西亚总理
署副部长傅芝雅23日说，希望即将
播出的马来语版中国美食纪录片

《丝路上的美食》能够加强马来西
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促进马中两

国民间往来。
由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制作

的《丝路上的美食》马来语版共 5
集，由中国深蓝时代国际电影公司
出版发行，将从24日起在马来西亚
本地电视频道播放。

马来语版中国美食纪录片推出
10月 23日上午，平顶山市移动公司助推“企业上云”推介

会在新城区蕴海锦园酒店隆重举行。市政府及工信委相关领
导、各县（区）重点工业企业负责人、各县（市、区）主管领导及
工信部门负责人等 200余人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据悉，为提升我省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河南
省于 2018年出台《河南省“企业上云”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其中提出到 2020年，推动全省 3万家工业企业上云，云
计算产业体系建设达到中部领先水平、企业云计算应用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平顶山移动总经理吴巍在会上介绍，平顶山移动始终致
力于为企业提供更高效、更稳定、更安全的上云服务，所推出
的“移动云”系列产品，可全面满足党政、企事业单位 IDC 托
管、私有云、公有云等各类云业务需要；同时，还在新城区建成
了平顶山地区唯一一家达到T3标准的 5星级独立专用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能够为全市广大政企单位提供丰富的机房托管、
带宽出租、云计算、大数据应用服务。目前，该机房已经入驻
卫计委的市区域卫生平台、农业局的蓝天卫士监控平台以及郏
县农村信用联社等单位的30多个机柜业务，为我市培育互联网
经济新业态、加快企业上云步伐提供了坚实基础与硬件保障。

据了解，通过云计算的技术、部署和管理，企业一方面可
以把分散的、低效的、低水平的数据中心逐步淘汰，大大降低
运维成本和使用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使各企业同在一个社会
化的 IT平台，从而让由客户驱动的企业创新成为可能。

吴巍在会上表示，移动公司将在市委市政府和各主管局
委的指导帮助下，充分发挥自身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
优势，紧密结合平顶山产业特点，针对本地企业提供综合性解
决方案，协助全市各企业从“互联网+”时代向“云+”时代昂首
迈进，为助力鹰城经济腾飞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本次会议为全市企业提供了一个“牵手互联网、走向云服
务”的平台，参会企业代表深入了解了“企业上云”的服务内容
并参观了移动公司在新城区 IDC机房，为下一步全市“企业上
云”的推进打下了重要基础。

“云”启未来 “数”聚鹰城
——平顶山移动公司助推“企业上云”推介会成功举办

新华社郑州10月23日电（记者王林
园）记者23日从2018郑州国际马拉松赛新
闻发布会获悉，该赛事将于 11月 3日鸣枪
开跑，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
就绪。

目前赛事报名人数共计 32130 人，其
中包括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外
籍选手。全马和半马的报名总人数为
22130 人，比预计规模超出 10130 人，最终
的参赛人选将通过抽签决定。

此外，组委会还特邀来自肯尼亚、埃塞
俄比亚、美国、德国、乌克兰、瑞典等国家和
地区的30多名高水平专业选手参赛，其中
来自肯尼亚的男选手阿尔伯特·马特博个
人最好成绩为2小时05分25秒。

郑州市副市长孙晓红说，本次马拉松
赛是郑州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马
拉松赛。组委会将围绕“国际化办赛、人性
化服务、安全性保障”的原则，按照国际田
联和中国田协“双金”赛事标准，将本次赛
事打造成为国际化、高标准、精品化、全民
性的体育盛会，以及具有鲜明特色和众多
亮点的国际化赛事。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
下月初开跑

（上接第一版）
韦锁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每

天参加劳动的外来人员百余人，如
果在饭店订餐，按每人每天20元的
标准，每月仅吃饭就要花掉约 6万
元。为了节约资金，他们支大锅
台，做大锅饭，蒸大笼馍，喝大碗
茶。

这些做法打动了村民。村民
庞全德以前做过厨师，就主动担起
买菜做饭的任务。一些没有劳动
能力的村民就帮着择菜洗菜等，干
些力所能及的活。

由村委会主任、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长、村会计、党员代
表组成的村理财小组管理资金，每
笔资金的出入，都要由 5人共同签
字才行。

“想买几块钱豆腐给大家做
饭，都要 5个人同时签字才行。”庞
全德回忆道。

施工的每一个环节更是做到
了精打细算。当时由于百城提质
建设工程，县城道路上的一些旧彩
砖要被替换掉。听到消息后，韦锁
柱带上两辆拖拉机进了城。他们
穿着棉大衣蹲在施工队跟前，人家
拆掉一块，他们装车一块，最晚时
直到凌晨才回到村里。最终，他们
共拉回来6000余平方米的彩砖，把
全村的人行道铺了一遍。

一个多月里，干群团结一心，
硬化排前路和主干道2400余米，铺
设下水道1337米，铺设主干道道牙
2610 米，铺设彩砖 6000 余平方米，
累计节约资金60余万元。

今年以来，南庞庄村借助全县
“千村整治 百村示范”活动陆续对

全村环境进行提档升级，安装了83
盏路灯，栽种 2000 多棵绿化树，规
划小游园3处。而且，该村以“记得
住乡愁”为主题，不搞大拆大建，用
石磨、石碾和辘辘等旧物展现农耕
民俗文化，既节省了资金，又留住
了乡愁。

爱我家园理念深入人心
自己干出的成果最珍惜。如

今，各家各户每天都会把门前打扫
一遍，精心照料房前屋后的绿化
树。

每天一大早，74岁的村民宦藏
就会带着扫帚和自备的小垃圾桶
到路上去打扫卫生。村“两委”干
部和家人都劝她注意身体，她却
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干不了
多的干少的，能出把力就行。”

村里的臭水坑被填起来建成
广场后，几户村民将自家的树伐
掉，让村里在旁边又建了个广场。
庞留记的家紧邻广场，他自觉担起
了为广场的花草浇水的任务。“这
也是俺的后花园，俺不来浇谁浇！”
他说。

“现在，人居环境整治的事儿，
招呼一声，大家就出来了，全是义
务的。”韦锁柱说。

“我平时在外地打工，很久没
回来了，这次回到老家，感觉变化
太大了。以前吃过口香糖随手就
扔了，现在看着家乡这么干净，自
己都要用纸包起来扔进垃圾桶。”
一位在外务工的年轻村民告诉记
者。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乔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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