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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3日，大暑。一年中最热
的节气来临。

正午的太阳照在南关运河遗址
上。黄土无语，热浪蒸腾。这滚滚
热浪仿佛在诉说历史沧桑。

3000年的隋唐大运河，曾经有
“绿影一千三百里”“柳色如烟絮如
雪”的隋堤烟柳胜景，曾经有“邑
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的繁荣
富庶，然而，至南宋中后期，由于
战乱频繁、商丘战略地位的日渐式
微、疏浚迟怠等多重因素的交织，
隋唐大运河商丘境内的部分渠段已
淤塞断流。明代中期以后，河床逐
渐没于地下，如同平陆。

中国大运河商丘段原称隋唐大
运河通济渠商丘段，自西北到东南
贯穿商丘境内，经睢县、宁陵县、
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
县、永城市等七个县 （市、区），
全长约200公里。

2008 年至 2009 年初，我市对
大运河商丘南关段遗址进行重点考
古调查，发现面积40余万平方米的
运河码头遗址。 2010 年至 2013
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大
运河商丘南关段、商丘夏邑段遗址
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
隋唐时期的运河河堤、河道、建筑
基址、道路等遗迹遗物，为中国大
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

翔实材料。
走进位于夏邑济阳镇的通济渠

商丘夏邑段文化遗址展示馆，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迎门石雕上的五个
金色大字“中国大运河”。走进展
厅，一艘多层商船模型摆放在展示
大屏下，无声地讲述着运河两岸曾
经的商贸繁荣，大屏后面，保护着
考古发掘的通济渠河道的真实原
貌，通过密集的车轮印痕、行人脚
印、木桩遗迹、动物蹄印等，我们
可以想象当时“运河转漕达都京，
策马春风堤上行”的盛况。

“大运河在夏邑境内长 27 公
里，贯穿济阳、罗庄、会亭 3个乡
（镇）。在济阳镇西街，至今还有一
段残存的运河通济渠河道，这也是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郑州以东唯一一
处保留有水面的故道。”讲解员指
着通济渠商丘夏邑段地图向记者介
绍。

走过一片片葱葱郁郁的玉米
地，穿过蝉鸣此起彼伏的林荫道，
就到了这片水域。两岸垂柳依依，
荷叶覆盖河面，四周野草恣肆，偶
有飞鸟越过，如果不是历史为此背
书，谁也无法知道，这如此波澜不
惊的水面，竟可以让我们一眼望穿
三千年，竟然演绎着朝代的兴替和
兴衰的轮回。

运河太长，万言不足以描述；
残迹虽短，但一舟一楫皆弥漫历史

烟云。 记得历史，能够
让我们感知祖祖辈辈的
沧桑辉煌；讲好“大运
河故事”，能够使我们在
传承历史中激发新时代的
文旅力量。

如今，我市正在坚持保
护传承利用统筹推进，组织编
制《商丘市“十四五”文旅融合
发展规划》《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商丘夏邑段） 文化旅游区总体规
划》等。同时，利用国际古迹遗址
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和中国传统节假日等，举办

“阅读大运河”等系列文化活动，
宣传解读大运河历史。

创新考古研究和成果转化，加
快文博数字化发展，是让大运河

“活过来”的关键，更是打造大运
河文旅品牌的着力点。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王良田介绍，下一步，
我市要更好建设以南关码头为中心
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公园和大运河夏
邑段文化旅游景区，打造运河特色
小镇，还要创作有关大运河为题材
的文化艺术作品，以此彰显大运河
文化魅力和深远影响。

当波澜壮阔的智慧大运河从触
屏中流到你的身边，当通过 VR、
元宇宙等科技元素重新焕发青春的
大运河载你重温历史繁华，这一段
河流，定会创造新的文旅华章。

正从历史中正从历史中““活过来活过来””的大运河的大运河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侯国胜

通济渠夏邑段遗
址展示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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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商丘古城南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大运河商丘古城南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鹏白鹏 摄摄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我们
将持续提高医保信息化建设水平，
用数字化赋能医保服务，高标准做
好疑似未参保困难群众和脱贫人口
参保核查，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7
月 25日，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说。

市医疗保障局近日召开了医保
经办重点工作座谈会，对现阶段我市
医保信息化建设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
行部署，并研讨了《商丘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等政策优化调整文件。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市医疗保障信息化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绩，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
端的应用和智能场景监控的安装在
全省也处于前列。面对与目标任务
的差距，各相关单位应进一步提高
对医保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视程
度，对照完成时限，加大督促力

度。要用对方法，积极创新工作方
式，争取赢得医保服务数字化赋能
的主动权。

在持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方
面，市医疗保障局要求全市医保系
统要做好考核评估反馈涉及的医疗
保障问题整改，要高标准做好疑似
未参保困难群众和脱贫人口参保核
查，对核实确认未参保情况要建立
工作台账，一人一策宣传动员，按
规定做好动态新增人员参保和资助
工作，同步做好医保信息平台参保
信息更新上传，确保应参尽参。

会上，各县（市、区）医保部
门主要领导及业务骨干结合实际情
况，对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统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
病、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
险）等政策的调整方案进行了交流
探讨，并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
见建议，对我市医保政策的优化调
整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游客在网红桥上打卡游客在网红桥上打卡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7 月 25
日，一场阵雨过后，闷热的田间吹来
一股凉风，让人顿觉清爽，在民权县
野岗镇平岗村通往张庄村的村间道
路上，74 岁的秦文俊用三轮车载着
两个孙子喜笑颜开（如上图 闫鹏
亮 摄）：“能修这么好的乡村小路，
多亏县人大代表秦兰见奔走呼吁！”

秦文俊口中的秦兰见是民权县
人大代表。2022年春，他走访听取
民情民意时，平岗村村民秦兰伍反
映从平岗村到张庄村的几里路年久
失修、坑洼不平，白天一身土、雨天
两脚泥，给群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成了村民的一条“烦心路”。秦兰伍
希望政府尽快把这条路修整一下，
解决困扰群众多年出行难的问题。

群众的期盼牵动着人大代表的
心。秦兰见深入实地，沿途调查走

访，起草了《关于提升平岗到张庄
村间道路的建议》，送到了野岗镇
政府。建议引起高度重视，野岗镇
政府召开专题会研究讨论，拿出具
体实施意见。镇政府多方筹措资
金，部门紧密配合，工程进展顺
利。经过 1个多月的努力，一条 1.7
公里长、4 米宽的沥青道路出现在
大家面前。去年年底，村“两委”
又发动本村爱心人士捐款，筹集资
金在这条路上安装了 58 盏太阳能
路灯，更方便了群众出行。

“修好了这条路，我是最大的受
益者。以前骑电动车下夜班回家，
道路不平，黑灯瞎火，容易摔跟头；
现在可好了，路灯明晃晃的，跟县
城一样，路顺了，灯亮了，心里就
是两个字——得劲！”在县城务工
的平岗村村民宋志祥感动地说。

一条人大代表建议

让“烦心路”变“暖心路”

游客在通济渠夏邑段文化遗产游客在通济渠夏邑段文化遗产
展示馆观看大运河出土的文物展示馆观看大运河出土的文物。。

本报讯 （记者 鲁超） 7 月 24 日，
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为进
一步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
足人民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建立文化
惠民演出、院团剧目排演、戏剧传承发
展的常态长效机制，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商丘市委宣传部、
商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2023年
商丘市“中原文化大舞台”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全面启动。本次活动将从 7月持
续到 11 月，全市共组织舞台演出 20
场，其中省直文艺单位演出 10场，市、

县剧团演出10场。
据商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艺术科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商丘市“中原
文化大舞台”活动中由市组织实施的10
场演出，分别在梁园区、夏邑县和永城
市举行，演出的精彩戏曲曲目包括《打
金枝》《小包公》《休丁香》《包青天》
《三子争父》等。这些曲目，均为我市
的获奖曲目。目前，10场演出均已经完
美落幕，众多群众欣赏到了一场场艺术
盛宴。

“7月 27 日，河南省豫剧三团将在

我市宋城影剧院演出。这也是省直文艺
单位演出 10 场的开启。”该负责人表
示，河南豫剧院三团为商丘的父老乡亲
们带来的《红嫂颂》《香魂女》《小二黑
结婚》等 6部年代感大戏接连上演，欢
迎广大市民走进剧院，领略名家风采，
享受戏曲盛宴。

2023年商丘市“中原文化大舞台”
省级经典剧目展演开启后，将由河南省
豫剧三团、省歌舞演艺集团在宋城影剧
院向商丘市民奉献共计10场大戏，精彩
演出一直持续至今年11月中旬。

据了解，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始建于
1952年，前身为河南省歌剧团。建团70
多年来，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在党的文艺
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紧扣时代
脉搏，勤奋耕耘不辍，以表现当代生活
为己任，经过几代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对河南梆子进行了全面改革创
新，形成了新的豫剧艺术流派，为豫剧
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是河南文化艺术界在全国叫得响的品
牌。

“中原文化大舞台”商丘专场将开启
从7月持续到11月 10部精彩大戏等您看

近年来，宁陵县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以优惠政
策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或
引导创业者、乡土人才等在
乡镇开办工厂，带动家乡经济
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让当地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图为7月25日，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村民在家门
口服装厂赶制订单。 徐硕 摄

▶ 7月25日，宁陵县黄岗镇大郭村群众在家门口加
工鞋。今年以来，该村党支部引进加工出口鞋业

的项目，全村群众不出家门走上致富路。
吕忠箱 摄

通济渠通济渠夏邑段遗址展示大夏邑段遗址展示大
厅厅的大运河河堤。

本文照片除署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名外均由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壮伟张壮伟 摄摄

务工不远行
致富家门口

市医疗保障局

推进信息化建设 提升医保服务效率

本报讯 （记者 霍天艳 通讯
员 蒋梦丹 康丹阳） 7月 20日，民
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第二届

“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集中服
务日系列活动。充分利用车载喇
叭、商户电子屏等载体，向个体工
商户科普登记注册、普惠金融、创业
就业等方面的新政策、新规定，营造
全社会关心个体工商户的浓厚氛
围，提升个体工商户发展质量。

活动中，该局通过上门访谈、
集中座谈、调查问卷、服务热线方
式，对辖区内个体工商户开展走访
调研，聚焦个体工商户发展信心、
经营状况、困难问题等，详细解答
关于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政许

可、计量服务等各类问题。同时，
对全县农贸市场经营业主的在用计
量器具逐台进行检定和现场调试、
校正，并对计量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使用方法、日常维护和计量常识等
进行科普。此外，该局通过发放政
策宣传手册、面对面政策讲解、入
户走访宣传等形式，扩大《促进个
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和相关政策的
知晓度，提高全社会的参与度，有
效提振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信
心。截至目前，该局已发放宣传手
册 1500 多本，张贴宣传海报 1200
余份，召开政策宣讲座谈会 2 次，
举行现场宣传活动 4次，走访宣传
个体工商户 900多户。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助力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这是
我的联系电话，有什么困难就打电
话告诉我们……”7月 24日，南京
工程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朝露
支教团队大学生的句句关怀、声声
叮咛，让宁陵县赵村乡翟楼村的老
党员和家庭困难群众感动不已。

7 年前的暑假，为响应国家
“三下乡”号召、助力乡村振兴，
由南京工程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
院负责人带队，协同其他院系组成
朝露支教团队，到宁陵县赵村乡翟
楼小学开展为期 15 天的暑期支教
活动，一坚持就是 7 年。7 年来，
他们薪火相传，支教之余，还组织

社会团体和学生捐款，为家庭困难
群众送去关爱。

7月 24 日，朝露支教团队带着
募捐的 2万多元钱，购买了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等，为翟楼村群众送
去关爱和温暖。

每到一处，支教大学生都会详
细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
况，叮嘱他们要注意饮食卫生、保
重身体，并为他们剪指甲、打扫清
洁、整理家务等。

“这些大学生每年都到家里
来，时刻记得我这个老党员，这份
挂念比什么都珍贵。”翟楼村老党
员孟祥英激动地说。

支教大学生慰问困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