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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如何弘扬新时代下如何弘扬““二七精神二七精神””
二七区邀请专家学者出谋划策二七区邀请专家学者出谋划策

“河南籍红色人物故事汇暨二七区道德模范故事汇”
在二七纪念堂举办

来，一起倾听河南籍
红色人物的故事

本报讯 5月30日上午，二七区召开专家研讨座谈会，邀请7
位专家学者，开展“新时代下，如何弘扬‘二七精神’”专题研讨，为
新时代的“二七精神”下注脚，为“二七精神”发扬光大出谋划策。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汇演历时100分钟
感人至深

汇演将陆续走进
全市各大中小学校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缅怀、歌颂那些
为祖国解放、为祖国的建设发
展献身的河南籍英雄人物，进
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由郑
州市文明办、郑州市文物局、
二七区委宣传部主办，郑州二
七纪念馆与二七区文明办承
办的“理想不朽 信念永存
——河南籍红色人物故事汇
暨二七区道德模范故事汇”于
5月30日下午在二七纪念堂
举办。

此次汇演感人至深，12名
河南籍红色人物的故事让在
场观众动容。演出结束后，有
观众表示，通过这种新颖的舞
台形式讲述红色故事，让人仿
佛置身其中，接受了一场印象
深刻的红色教育。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整台汇演历时 100分钟，用表演、演讲
及声光电等形式，充分演绎了 12名河南籍
红色人物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和为改
革开放事业献出生命、做出突出贡献的感
人故事，催人泪下。

此次汇演创新演绎形式，首先上演的
是抗日英烈吉鸿昌的故事，重现了早期共
产党人奋斗的历史。随后，河南籍红色人
物郑维山、赵崇德、彭雪枫、宋学义、杨靖
宇、李秀真等人的故事依次上演，通过艺术
的演绎，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名观众。

道德模范的故事也激励着在场的每一
名观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张效房
已是99岁高龄，但他仍奋战在临床一线，为
病友解除疼痛；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在
打黑除恶战线上，“拼”到了生命的最后一
刻；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修建红旗渠开会
的场景，语言豪迈、壮志雄心，让观众为之
动容。

作为以革命历史事件命名的城
区，二七区自带“红色基因”，拥有丰
富的“红色文化”和拼搏奉献的“二七
精神”。

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铸
就红色基因的鲜红血色。在革命岁
月，嚼草根、吃树皮，锤炼红色基因的顽
强斗志。站在新时代，“红色精神”则有
了新的内涵。

那么，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弘扬
“二七精神”？“二七精神”又可以注入
哪些新内容？如何更好地让“二七精

神”融入高质量发展中，融
入到市民的生活中？能不
能把二七区打造成为弘扬
"二七精神"的红色高地，
并逐步形成"二七精神"宣
传教育体系？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深
度思考，5月30日上午，二
七区召开专家研讨座谈会，
邀请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吉永宏，河南省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孙
留欣等7位专家学者，开展
“新时代下，如何弘扬
‘二七精神’”专题研讨，

为新时代的“二七精神”下注脚，为“二
七精神”发扬光大出谋划策。

近 3个小时的座谈中，专家们在
充分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用精
辟的语言和开阔的视野阐述了自己
对“二七精神”的理解，提出了有见地
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认为，拼搏、奉献和进取是
“二七精神”的一个注脚，应该在此基
础上，丰富其内涵。“二七精神”是很宝
贵的精神财富，不光属于二七区、郑州
市，也属于河南省、属于全国人民。弘
扬二七精神，对于城市形象塑造、理想
信念教育、提升区域文化自信和增加
经济价值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专家们建议，应该不断增强为民
情怀，把二七区建成一个奋斗之城，
号召全区人民立足本职，为党忠诚，
履职担当，“这其实也是一种新时代
的奉献”。

会议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崔世英主持。座谈会前，专家们还参
观了二七纪念馆、二七纪念堂、郑州
烈士陵园、樱桃沟等一些红色遗迹和
景点，实地
感受“二七
精神”。

据悉，举办“红色故事汇”，就是要充分
利用河南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让广大党
员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红色基因的传承
中汲取营养、凝聚力量，更加坚定理想信
念，感知时代责任，自觉用理想信念书写青
春的华彩乐章。

此次汇演结束后，“河南籍红色人物故
事汇”将陆续走进全市各大中小学校，
开展河南籍红色人物故事汇巡演，把理
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
传下去，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积累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