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田亚楠

本报讯 7 月 25 日，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
赛中国式摔跤项目决赛在广东清远圆满落幕。 来自周
口的运动健儿表现抢眼，获得 1 枚金牌、2 枚铜牌的好
成绩，成为本届赛事令人瞩目的“周口力量”。

在男子 56 公斤级决赛中，由周口仲保青少年中国
式摔跤俱乐部（下称仲保跤场）培养的 23 岁选手许宏
宁以 5∶0 的绝对优势战胜四川选手， 为河南代表团夺
得一枚金牌。 这是河南代表团获得的本届全运会重竞
技项目首金， 也是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的第二枚
金牌。 同样来自仲保跤场的王世豪和毕建宇在男子 65
公斤级比赛中表现抢眼，双双闯入四强，最终各获一枚
铜牌。此外，来自周口的选手蒋文钰在女子 56 公斤级、

刘小涛在男子 75 公斤级比赛中均获得第五名的好成
绩，展现了周口在中国式摔跤项目上的整体实力。

本次全运会中国式摔跤项目中，河南共有 12 名运
动员参赛， 其中周口籍选手有 5 人， 彰显了周口作为
“武术之乡”的传统体育底蕴。 担任本次赛事河南队教
练的崔仲保感慨道：“本届全运会中国式摔跤比赛项目
共产生 6 名冠军，其中一名出自周口，非常不易，这是
运动员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成果。 ”作为河南省中国式
摔跤后备人才基地， 仲保跤场培养出了数十名全国冠
军，成为周口体育的一张亮丽名片。

周口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市已构
建起覆盖小学至高中的体育人才梯队培养体系， 我市
将持续加大对体育项目的扶持力度， 推动群众体育与
竞技体育协同共进，为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更多力量。

7 月 25 日，孩子们参观申凤梅越调艺术馆。 当
日，由团市委主办的“童声吟越调，巧手承非遗”研
学活动在申凤梅越调艺术馆举行，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暑期公益托班学员及部分青年志愿者参加。 “此
次研学活动以‘体验+传承’为主题，让孩子们在参
观、表演与互动过程中了解历史，感受非遗魅力。 ”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推
出更多青少年文化活动，让非遗传承“活”起来。

记者 杜营营 摄

7 月 25 日 17 时 36 分，经过 16 小时的连续奋战，平漯周高铁全线首个跨高铁连续梁———商周特大桥跨郑阜高

铁连续梁 0 号块顺利完成浇筑。 该节点的成功突破，标志着由中铁七局承建的商周特大桥跨郑阜高铁连续梁上部结
构施工全面启动。 该连续梁上跨运营中的郑阜高铁，具有技术标准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周边环境复杂等特
点，是平漯周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 记者 刘俊涛 通讯员 曾庆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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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永奇 张旭 文/图

本报讯 7 月 26 日， 由市科学技术协会打造，
市科技馆、 市机器人协会承办的 2025 年周口市中
小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活动在周口颍河高级中

学举行。 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 500 多名中小学
生集结于此，以代码为笔、以智能为墨，绘制充满想
象力与创造力的未来科技画卷。

本次活动设置 4 个大类、12 个小类，全方位点
燃青少年探索 AI 的热情。编程操作包含“图形化编
程”“Python 编程”“C++编程”等项目，参赛选手指
尖跳动的代码，构筑起精彩的数字世界。 比赛现场
成了精彩纷呈、极具观赏性的科技秀场：灵巧的飞
行器如蜂群般精准穿越障碍，上演速度与控制力的
激情碰撞；“月背溶洞挑战” 模拟神秘地外环境，智
能机器人化身“月球探险家”，在未知领域展现超凡
的适应能力与探索能力；“星际探索任务”将选手带
入浩瀚宇宙，选手操控机器人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太
空挑战，科幻感十足。

本次活动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深
度激发他们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兴趣和探索

欲望，丰富了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我们希望通过
此类活动，推动全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向更高水平迈
进，为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基础教育领
域落地生根培育更多优秀后备力量！ ”市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柴新建表示。

我市 500 多名青少年以 AI绘未来

□记者 王凯

本报讯 市气象局 7 月 25 日 9 时发布干旱橙色预
警：7 月以来，全市高温少雨，气象干旱发展迅速。 截至
7 月 25 日，西华县、太康县、鹿邑县、郸城县、项城市、
沈丘县存在重旱等级气象干旱，淮阳区、川汇区、商水
县存在特旱等级气象干旱。

据了解，市气象局、市农业农村局 7 月 25 日联合
发布夏玉米花期高温热害风险预警：目前，我市夏玉米
已陆续进入抽雄吐丝期， 预计 7 月 27 日至 8 月 3 日，
我市会出现 35℃以上高温天气，局部 38℃以上。 高温

与土壤缺墒叠加，太康县中北部、商水县东部、项城市
南部及鹿邑县大部达到夏玉米花期高温灾害高风险级

别，其他地区为中风险级别。高温灾害将导致作物花粉
活性下降、结实率降低，需加强防范。

防御措施：
1.科学灌溉。 缺墒地区适时适量浇水降温，喷灌和

滴灌可全天进行。
2.人工授粉。 选择上午花粉活力最强时段，采用无

人机低空扰动等措施进行人工授粉，提高结实率。
3.增强植株抗逆能力。 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

剂或抗逆剂等，以增强植株的抗旱能力和抗高温能力。

平漯周高铁建设取得新突破

市气象局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我市已出现重旱及以上等级气象干旱让非遗传承“活”起来

周口选手闪耀全运会中国式摔跤赛场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