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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阳节期间，经担舞传承人王福臣带领

人员在杨庄镇敬老院表演。 资料图片

2021年7月，经担舞列入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类别是“传统舞蹈”，编号“IV-41”。

经担舞又名“挑经担”“担经挑”。以李庄乡、闹店

镇、石桥镇、周庄镇为中心，辐射全县13个乡镇（办事

处、示范区）及周边县市。

经担舞本为佛教舞蹈，后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娱

乐为主的群众性舞蹈。经担舞的千年历史，融合了当

地俗信、传说故事、仪式禁忌等文化事象。农闲时节和

逢年过节，数村结合，翩翩起舞，或自娱自乐，或欢度佳

节，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

经担舞道具简单，长竹板或木条制作“扁担”。“经

担”有绣球型、毛篮型、鲤鱼型、莲花型等数种。无乐器

伴奏，传统表演不化妆（随时代发展，现在一般简单化

妆、统一服装），一般由十余人聚集一起，一人手敲钵盂

领唱，众人肩挑经担附和。舞蹈分踏步、正十字步、斜

十字步、花帮步、掖步、卧鱼等，步伐灵活，脚步轻快，边

唱边舞，场面欢快热闹。已成

为群众精神寄托、情感宣泄、

娱乐健身、人际交往的重要方

式之一。

口传身授、群体传承是主

要的传承方式，女性是其主要

传承群体。在周庄镇、杨庄镇

等乡镇设立有经担舞传习所。

——— 宝 丰 非 遗 项 目 ———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经 担 舞

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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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于 2022

年8月10日刊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公报（〔2022

年第3号〕），经该会评审委员会审议、公示并批

准，全国发展新会员295人，其中河南省18人。

我县作家潘运明成为平顶山市4人之一的新会

员，这是目前我县唯一获准加入该会的作家。

潘运明生于1969年，现在宝丰县乡村振兴

局所属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现为河南省作协

会员、许昌学院中原农耕文化中心研究员、平顶

山市作协理事、宝丰县作家协会主席、宝丰文学

院院长。

潘运明从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之后

创作成果不断涌现。1994 年，中篇人物传奇

《秦椒红》在《宝丰日报》连载。1999年出版长

篇历史小说《蹚将》，2001 年出版报告文学集

《父城纪事》，2005年后出版中州民间说书艺人

传奇《曲坛怪才王结子》《汝瓷缘》《清凉寺制瓷

人》（与人合著）及宝丰文化进校园丛书《宝丰历

史人物》。2008 至今，从事中原英雄文化及豫

西蹚将研究，出版“蹚将刀客身影系列”纪实小

说《乱世杆匪王老五》《草莽刀客》《云涌绿林》

《从蹚将到将军》《索命魔王崔二旦》《伊洛猛将

憨玉琨》《老洋人张庆》（上下册）《剑胆血刃》《风

卷狼烟》《白朗起义风云录》等十数部作品，计

700多万字。

1994 年 3 月，在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全省

“惠民杯”各族青年团结进步征文中，报告文学

《三部曲——记苗李经济发展史中的团员青年

们》获三等奖。2014 年，纪实文学“蹚将刀客

身影系列”在“中国梦·鹰城文艺精品创作年”

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奖。2015 年，潘运明

将白朗起义传说申报进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2017 年，被河南省文化厅认定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朗起义传说）代表

性传承人。 （郭明远）

我县作家潘运明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这是包公形象、这是莲花图案。”8月11日，

在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观

看廉政剪纸的干部职工纷纷议论。

剪纸是我县县级非遗项目。为喜迎二十大、

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

护发展中心组织剪纸传承人朱改、孙花叶、李秀英

等创作了18幅以廉政为主题的作品，作品构思精

巧，寓意深刻。（李世民 张尧中 文/王晓乐 图）

廉政剪纸润心田
近年来，带有时空穿

梭等科幻元素的现实题

材影视剧受到观众青

睐。剧集《天才基本法》

也有类似的软科幻设

定。主人公林朝夕是一

位普通女孩，一个偶然的

机会让她回到小学阶段，

了解差点成为数学家的

父亲的生活经历，从而重

新面对自己的人生选

择。作品把紧凑的悬疑

设置和温暖的现实底色

相结合，讲述了拔节向上

的成长故事。剧集的特

别之处是将抽象的“数

学”进行立体化呈现。

比如在解答数学难题过

程中，运用具象的动画

演绎，将“鸡兔同笼”等问

题视觉化，让观众易于理解。数学的意义

不仅仅是解题，更在于它是人类思考世界

的方式。剧中父亲独特的教学方法，让观

众感受到数学的魅力、热爱的力量以及奋

斗的意义。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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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听了三位老师的授课之后，发现自己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这次培训真是一场‘及时

雨’。今后我要不断努力，让自己的课堂变得更精

彩！”8月11日，肖旗乡枣庄小学教师韩笑激动地说。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县教体局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自8月1日至

11日，成功举办了“聚焦课堂 提质增效”暑期教师

全员培训。

此次暑期教师培训，采取实地调研、座谈了解

等方式，全面收集教师们的问题和需求，结合“双

减”政策，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严格的培训

管理制度，共设置为民路小学、县三中、县四中三个

分会场，采取“课例展示、观课议课、小组讨论、交流

发言、专题讲座、总结提升”的培训模式，分学段、分

年级组织语文、数学、英语等10个学科培训，4275名

小学、初中教师全员参与。

“这次培训和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把课

堂‘搬’到了会场，一线教师踊跃讲授示范课，学科老

师认真观课议课，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获得专业成

长。”县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亚彪介绍。

为确保培训学习效果，每天每个会场由两名局

班子成员全程蹲点负责，乡镇中心校校长、县直中

小学校长带头学习，每个学科培训结束后，现场评

选表彰明星学员、优秀学员和优秀组织单位，这不

仅是一次课堂教学大练兵、学科教研大展示，也为

各学科课堂教学建模打样、指引方向起到了精准指

导作用。

本次培训共24场，讲授示范课79节、专题讲座

20节，评选表彰优秀学员330人、明星学员140人，

形成了重学习、提能力、转作风的浓厚氛围，为全县

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真正实现‘双减’背景下课堂教

学提质增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推动全

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晓朴说。 （王亚欣 文/胡松杰 尚鲁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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