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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战场上无
数英雄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没有过去千
千万万英烈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
天！”这是郑州抗战老兵杨桂花在讲述自己
的经历时经常说的一句话。

杨桂花今年 94岁，是一位抗战老兵，
也是一位拥有77年党龄的老党员。

杨桂花 1945 年参加八路军，1948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份永不褪色的“红
色基因”，支撑她在烽火岁月里出生入死、
在和平年代中坚持奉献。

“我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杀害中国老
百姓的见证者，也是幸存者！”提起苦难的
童年，杨桂花至今仍历历在目。

1931年，杨桂花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
一个贫穷的小村庄，1岁就没了母亲，她和
哥哥在父亲的拉扯下艰难度日。

“10岁那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日本鬼
子来村里扫荡。他们把 200多名乡亲一起
赶到村外城隍庙内，反复盘问抗日游击队
的去向。大家都不肯说，鬼子就用刺刀挨
个捅，再用浇上汽油的柴火放火……大多
数乡亲们都因此惨死。最后，是受伤的哥
哥拼命把我从死人堆里拉出来，我俩侥幸
捡回性命。”说起这段惨痛的经历，杨桂花
说，“日本鬼子杀了我的父亲，毁了我的家，
我心里满满当当全是恨。”

这份“恨”，让杨桂花毅然选择参军。
1945 年 5 月，年仅 14 岁的她参加了八路
军，成为野战部队医院的一名看护兵，先
后参加过上党战役、吕梁战役、晋南战
役、解放洛阳战役和豫西剿匪战役等众
多大战。

身为看护兵，她的职责是救护伤病员，
给伤员喂饭、擦洗、包扎，啥活都干。纷飞
的战火中，她也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伤痛。

“有一次，我负责照顾一名重伤员，他
在床上躺着不能动，我把饭送到他跟前，
他却摆着手连声低语‘不吃，不吃，我家，

我家……’，话还没说完，这个年轻的战士
就闭上眼睛走了。”回忆这段往事，如今已
是白发苍苍的杨桂花仍禁不住哽咽落泪,

“那个年轻人才 21岁啊，我想他最后的时
刻可能是想让我能替他看看爹妈，可惜我
不知道他家在何方，不能替他完成这最后
的心愿。”而这未了的心愿，成了老人心里
永远的结。

看着跟自己一样年轻的战友离去，你
从没有一丝害怕和恐惧么？杨桂花语气坚
定：“不怕，打仗咋能怕！如果害怕就啥也
干不成，身为军人，在战场上能做的就是咬
紧牙关，坚持到底。”

杨桂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入
伍后，她立过功、受过奖，从没有一次退缩。

1948年，已是“老兵”的杨桂花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前

行？杨桂花说，她是在战友们身上看到的
答案——宁死不屈的骨气，团结一心的力
量，为共同目标血战到底的信仰！

时隔 80年，杨桂花回想起来抗战胜利
的那一幕，仍然难掩激动，她说：“当胜利的
消息传来，我们大家全都忍不住欢呼，唱啊
跳啊笑啊。我一边高兴，一边又禁不住难
过，如果我的爸妈还在，如果我牺牲的战友
们都还在，该多好！”

胜利来之不易，活着的人更应该为了
祖国坚持奋斗！带着这份信念，新中国成
立后，杨桂花转业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继续
工作在救死扶伤的一线。

因为工作出色，杨桂花被保送到广州

华南医学院上学。1957年，她被分配到郑
州市防疫站工作，开始了全新领域的“战
斗”。

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卫生工作者，杨桂
花在专业领域深耕：是她在郑州防疫站组
建了病毒检验室；1964 年，郑州流感大流
行，她又带队成功分离出流感病毒，阻击病
毒传播；1975 年，驻马店地区发生特大水
灾，她第一时间带领 300多名医护人员前
往一线救灾，确保灾区群众健康；1976 年
唐山大地震，身为郑州市医疗队队长的她
带领 160多名医护人员又一次奔赴灾区，
在一波又一波的余震中救灾；1982某地发
生疫情，又是她带人赶到一线，第一时间扑
灭疫情，做到阻传播、零伤亡……

即便离休后，杨桂花也没有忘记自己
是一位党员，时刻希望能为社会尽一份
力。84岁时，她加入郑州志愿服务联合会，
注册成为志愿者；她发挥余热，热心参与少
年儿童的教育工作，深入到学校课堂给孩
子们讲党史、讲革命故事；她扶危济困，给
乡村中学送去电脑，给贫困学生捐款，捐钱
帮高校建立校医室……当群众赞她心有大
爱，她却说：“我只是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
的小事而已，和那些在战争年代献出年轻
生命的烈士相比，不值一提！”

“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托党的
福！”这是杨桂花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她也把
这份“红色”的信念和家风传给了儿孙。在
她的影响下，家中11口人，7人都是党员。

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都能记住历
史，90多岁的杨桂花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
进学校、进社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孩子
们讲述“思政课”，甚至她的一次直播观看
人数超过百万。大家笑说 90多岁的杨桂
花“红”了，她却认真回答：“这是流在血液
里的红色基因、是中国红！希望我们的祖
国红红火火，在世界顶天立地，希望我们每
个中国人都活得红红火火，一身正气。”

党龄77年！94岁抗战老兵杨桂花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红 文/图

全景展现“何以仰韶”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依托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河村遗址建设，是河南、
郑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重要讲话精神、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的示范项目。”大
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负责人胡继忠介绍，
公园位于郑州市区东北部，按照“一核”（遗
址保护核心区）、“两节点”（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新馆、中原考古研究展示中心）、“三片区”
（生态湿地修复区、原始农耕种植区、互动体
验休闲区）进行布局，占地面积约 2373 亩，
建设内容包括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建筑
及陈展、原始生态环境修复展示区、遗址核
心保护展示区等三大功能区，是一处以大河
村遗址和仰韶文化为核心，集遗址保护、考
古研究、文化传播和观光休憩于一体的大型
文化空间。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规划注重
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的衔接，一方面注重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
另一方面注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胡继
忠告诉记者，遗址公园总体规划、遗址博物馆
新馆设计、博物馆展陈大纲均由我国知名专家

团队担纲，实现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无

论是文物本体的保护，还是博物馆的陈列展

览，乃至遗址公园景观氛围的打造，均采用了

国内外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把遗址保护、

展示相结合，坚持遗址保护首位原则。遗址
保护方面，严格落实《大河村遗址保护规
划》，保护区划内禁止开展与文物保护展示

无关的生产、建设行为；整个遗址的分布区

域进行覆土保护；修建仰韶文化房基遗址保

护展示房，对房基 F1~4等重要遗迹进行原

址保护；修建考古大棚，实现了对考古探方

及新发现遗迹的保护。遗址展示方面，展示

内容以考古发掘为依据，布局全面、重点突

出、脉络清晰。对仰韶文化房基、灰坑、墓葬

等重要遗迹进行原状展示，对城墙、环壕、墓

葬区、居住区等功能区进行模拟展示。多种

展示手段相结合，生动还原大河村遗址场景

及布局。

考古研究探源中华文明

作为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

项目，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总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基本陈列“大河汤汤”展览面积

7292平方米，以大河为主线，从世界大河文

明到仰韶文化再到大河村，通过基本陈列、

数字化陈展、沉浸式演绎等手段，对整个仰

韶文化及大河村遗址进行全景式展示，填补

了国内仰韶文化集中展示的空白。

博物馆展陈以“大河汤汤”为叙事主体，

设计“大河汤汤”“大河流域：人类文明的摇

篮”“仰韶文化：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仰韶文

化标尺：大河村遗址”“文明星火”五大篇章，

从世界大河文明的宏观视野切入，逐步聚焦

到中国大河文明，再深入展现仰韶文化的全

貌及大河村遗址的丰富内涵，系统陈列

1600 余件（套）精品文物，全方位勾勒出距
今 7000~5000多年前的绚烂文明图景。结
合复原展示、原状陈列、沉浸式演绎等方式，
实现了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的跨越。

“1964 年，大河村遗址被人们发现，

1972 年进行首次发掘，至今已先后历经三
个阶段共 31 次发掘，发掘面积 1 万余平方
米。”来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一场“仰韶之旅”就此启程。这处包
含仰韶、龙山以及夏、商四种考古学文化的
大型古代聚落遗址，参与和见证了中华文明
起源、形成、发展直至夏、商奴隶制王朝建立
全过程，堪称中华文明起源的标识性遗址、
黄河文化最为精彩的组成部分。

大河村遗址最为典型、最具特色的出土
遗物当数彩陶。遗址中出土的彩陶数量极
多，色彩绚丽、图案丰富，在仰韶文化中独树
一帜。其白衣彩陶、红衣彩陶和丰富多彩的
图案类型、高超而娴熟的绘画手法、种类繁
多的器物类型，标志着史前彩陶文化达到了
一个高峰，著名的彩陶双连壶即出土于此。
太阳纹、日晕纹、星座纹等天象图案，是目前
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

除了绚烂的彩陶，遗址内的另一处“重
磅”发现正是仰韶文化房基F1~4，它是我国
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房
屋建筑基址，虽历经 5000余年，仍保留有完
整的平面布局和 1米多高的墙体，被称为最
早“三室一厅”。工作人员特意补充：“别看
这不起眼的小小基址，它采用的‘木骨整塑
陶房’建造工艺，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奠定了中国北方传统民
居建筑的基本形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史、探讨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婚姻、家
庭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大河村遗址整体上看功能分区规划有
序，包含有城址、环壕、居住区、中心广场、陶窑
区、墓葬区等。遗址内发现重要遗迹遗物，对
于揭示仰韶文化内涵，实证中华文明起源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胡继忠说。

数字赋能让仰韶文化“活”起来

漫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草丰
茂、芳草如茵，偶尔跳起的野兔引得小观众
阵阵惊呼，岗地湿地风貌似乎带领观众穿越
至数千年前的史前聚落。

为深化公众对仰韶文化的认知与体
验，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创新展陈形式，以

“在场感、体验性、互动性、趣味性”为核心
理念，综合运用三维交互、裸眼 3D、场景塑
形、Mapping 投影、幻影成像、CG 光影特
效等前沿数字技术，精心打造“仰韶印象”

“仰韶文化的标尺——考古地层数字演绎”
“仰韶彩陶裸眼 3D”“白衣彩陶盆数字化演
绎”“仰韶文化数字档案馆”等特色数字化
展项。通过赋予文物、地层、房屋建造等文
化元素全新的时代表达，构建起多元化参
观体验矩阵，有效拓展了博物馆的传播教
育功能。尤其是面积 600 余平方米的“仰
韶印象”沉浸式数字化展项，以沉浸式实景
游览和数字主秀体验相结合，通过先进技
术路线，打造了 8幕不同的沉浸式场景，综
合展示仰韶时期的生存环境、生业经济、筑
房技术等内容，使晦涩难懂的信息以直观
易懂的方式呈现，使仰韶文化真正地“活”
起来，是大遗址活化利用和博物馆展示方
式的创新性实践。

“这是我第二次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

馆了，第一次是我自己带着孩子来，这次是

我约着朋友一起来！”在博物馆，观众小于兴

奋又自豪：虽然仰韶文化辐射了河南、陕西、

山西、河北、甘肃、青海等 9省区，但郑州大

河村的仰韶文化最为全面，涵盖了仰韶文化

起源、形成、发展、消亡的完整发展脉络，是

研究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想了解仰韶

文化，来郑州大河村就可以‘一站式’全面了

解，非常全面，而且展示手段非常新颖！”

遗址博物馆“整体下沉，引入景观，融合

环境”，矩形建筑的屋顶设计和地平面齐平

交融，“下沉”建筑层高超过 8米，突出地面

部分不超过 1.5 米，外观与遗址公园地面融

为一体，将场所归还给景观，更好地保留遗

址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在胡继忠看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的挂牌，体现了河南省、郑州市加强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

承好、传播好的决心和信心。展望未来，大

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依托“一核”“两节

点”“三片区”，借助当代科技让古老文明重

绽迷人花朵，让观众在集知识、体验、震撼与

惊喜于一体的文化盛宴中，感知仰韶文化在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独特价值。

不一样的街头烟火

五星级酒店掀起“摆摊热”
本报记者 任思领 文 徐宗福 图

公交地铁“壹+”服务队设清凉驿站

“双倍清凉”飨市民

昨晚，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在奥体中心南门附近“摆
摊”，众多特色菜品吸引市民排队购买。

昨天下午 4点的郑州街头，气温逼近 38℃。郑州市奥林
匹克运动中心南门，队伍已蜿蜒数十米。顺着队伍走到尽头，
发现这么多人排队的尽头竟是一处摊位。

原来，几天前，郑州市建国饭店的一群大厨带着美味的菜
肴外出摆摊，一下子吸引了不少市民。而经过几天的发酵，越
来越多的市民想吃一口由五星级酒店大厨做出的菜品，这也
就发生了开头排队的那一幕。

排在队伍前方的张先生不时擦拭额头的汗珠，眼睛望向
酒店大厨出现的方向。“这两天听朋友说这里的菜还不错，昨
天来晚了，没买到菜品，今天提前两小时排队，就想尝尝味
道。”张先生略带激动地说道。

17:30，身着笔挺制服的厨师团队准时推着餐车出现。
小推车上凉菜、卤味、面点等美食整齐排列，等待市民前来选
购，宛如一个微缩版的五星餐厅后厨被搬到了街头。

当队伍前的围挡打开的哪一刻，排队的市民瞬间涌入，挑
选着自己心仪的菜品。一位市民已经挑选了两只烧鸡和几份
菜品，但外边的家人却说再买点鸡腿卤肉，生怕买得不够。

现场市民刘女士坦言：“以前觉得五星级酒店高不可攀，
没想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星级酒店的菜品，而且价格也
比较亲民，想推荐朋友们也来尝尝。”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大酒店摆摊可以发现，不少星级酒店
都在跟风摆摊，从之前永和铂爵国际酒店到建国饭店，这股摆
摊风正席卷中原大地。酒店大厨直言，大酒店也不是那么高
冷，能让更多市民尝到自己做的菜品，心里也很高兴。

从开始尝试摆摊，到如今的一菜难求，短短几天时间，大
酒店外出摆摊已经成为城市热点，这不一样的街头烟火为何
受市民追捧？

“价格实惠，看着这些大厨的穿戴，就感觉这些菜品干净
卫生，自己和家人吃着放心。”市民莫女士说。而在社交平台，
大多数网友也纷纷认为大酒店的菜品质量有保障，口味也不
会太差，比起之前在地摊上买东西，更卫生、更放心。

郑州市建国饭店相关负责人表示，最近几天每天会销售
1500单左右，日营业额在 3万元左右，酱肉包等菜品很受喜
欢。为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酒店准备了更多菜品。

随着一份份菜品被市民带回餐桌，这一刻星级酒店的金
字招牌与市井摊位的烟火气息，在盛夏时节中交融成一道新
的城市风景线。当酒店星厨直连市民餐桌，这份不一样的烟
火便愈发有了生机。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实习生 于记兆 文/图）连日来，郑州持
续经受高温“烤”验。然而，在地铁1号线五一公园站内，一股
清凉却扑面而来。昨日，乘客李先生刚步入站台，身着醒目马
甲的志愿者便微笑着递上一杯解暑的绿豆水。同时，他的手
中还多了一整包精致的竹叶青茶叶。“这么热的天，能喝到解
暑的绿豆水，还收到茶礼，这份心意太贴心了！”李先生由衷感
慨。这正是郑州公交地铁“壹+”志愿服务队“清凉驿站 夏日
送爽”活动现场。

据了解，为传递城市关怀，从 7月 3日开始，“壹+”志愿
服务队在客流密集地铁站设立“清凉驿站”，连续多日为候
车乘客及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关爱。驿站
内，解暑的绿豆水、栀子水在保温桶中氤氲清甜；服务台
上，折扇、风油精摆放齐整，更有 100 余份竹叶青茶礼静候
领取。

“你好，高温天气请多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志愿者热情
迎向地铁站内避暑的市民，双手奉上饮品细声叮咛。不少市
民接过这份“即时清凉”与“心意茶礼”的双重关怀连声道
谢：“在这里既收到了清凉的关怀，又收到了暖心的服务。”

一杯绿豆水，驱散暑气燥热；一包竹叶青，浸润城市情
谊。下一步，郑州公交地铁“壹+”志愿服务队将持续创新服
务形式，汇聚善行微光，让“清凉驿站”成为城市文明的注脚，
为郑州的夏日刻下温情的印记。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七千年遗址焕新颜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大河汤汤，星火煌煌。
距今约7000年前，黄河之滨的郑州大

河村，先民傍河而居，他们仰望星空，将观察
到的日月星辰、花鸟鱼虫绘制于陶器之上，
为后世留下了造型别致、大名鼎鼎的彩陶双
连壶和白衣彩陶盆等精美彩陶；仰韶时期房
基遗址，宣告5000年前的郑州先民就住上
了“三室一厅”套房，彩陶片上的星象图案，
描绘出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郑州人的
浪漫与幻想……

7000年后的现代观众，在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沉浸式水幕前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壮阔诗篇、在“仰韶印象”数字化空间中体验
“大河村人”的一天；他们通过裸眼3D技术欣
赏仰韶彩陶，加入“仰韶考古小队”体验数字
考古……在这里感知仰韶文化与黄河文明的
血脉相连，读懂中华文明最早的模样——今
年6月，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为重要窗口的大
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开启了这
座“国字头”考古遗址公园新的篇章。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杨桂花为孩子们讲党史、讲革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