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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子君 通讯员 徐巧丽）昨日上
午，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志愿者服务誓师大
会在中国国花园西门广场举行。1200名志愿者代
表现场宣誓：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传递爱心，奉献热
情，让志愿服务为牡丹文化节增光添彩。

本届牡丹文化节志愿者服务活动以“讲文明树
新风，建设友爱洛阳城”为主题，为举办“成功、精彩、
难忘”的牡丹文化节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市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牡丹文化节的
志愿者主要由青年志愿者、工友志愿者、巾帼志愿
者、国际志愿者等组成，即日起至5月5日，每天将
有近万名志愿者在城市出入口、广场、景区、交通路
口、窗口行业等地点，开展迎宾、讲解、文明劝导等
10项志愿服务活动。

市领导杨炳旭、黄元元、王亦丁，洛阳军分区副
政委徐振松参加大会。

牡丹文化节志愿者
誓师上岗

志愿者们现场宣誓 记者 王子君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吴晓军）
10 日至15 日，来自省内外的千余种“土宝贝”将集
中亮相2013河南·洛阳名优农产品展销周。

昨日，2013河南·洛阳名优农产品展销周新闻
发布会举行。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史秉锐做了筹
备情况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此次展销周活动将在新落成的洛阳会展中心举
办，参展企业达362家，将展出30大类1600多种特
色农产品，展出面积1.2万平方米，设牡丹展区、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展区等7类展区。主办方还邀请
涉农企业和采购商参会，进行农超对接。活动还将
评选最佳食品口感奖、最受消费者欢迎产品奖等5
类奖项。届时，市民可持身份证免费领取入场券并
参与活动。

名优农产品展销周
10日开幕

本报讯（见习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金志峰）魔鬼文心兰、地涌金莲、植物界“大
熊猫”金花茶……即日起，这些平日里难得
一见的珍奇花卉就盛放在咱洛阳家门口。
昨日，汇集世界各地200多种名贵花木的
2013第二届洛阳·中国名花展在国家牡丹
园开幕。

本届名花展分室内、室外两个展区，共
计8000平方米。其中，1700平方米的室

内展区以18类中外名花为主景，
形成风格各异的主题小花园，它

们 既 相 对 独 立 又 互 相 串
联 。 据 主 办 方 介 绍 ，

150多种国内外名
贵植物、50 多
种 珍 稀 濒 危

植物和 25 种我国传统名花均在展出之
列。无论是珍奇花卉、水生植物，还是热带
花卉、沙漠植物都将让市民和游客大开眼
界。赏花现场乔、灌、草、藤立体搭配，障
景、透景、对景等园林手法交叉运用，实现
了景随步移、花随景换的观景效果。

结束“百花之旅”后，“东道主”牡丹的
雍容身姿自然不能错过。国家牡丹园大棚
内30多个品种3000株牡丹已次第绽放。
在这里还可欣赏到樱花、碧桃等观赏花木。

本届名花展由市政府主办，市林业局
承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建，展出时
间将持续至本月15日。

华山北路与 310 国道西北角建成的
8000平方米停车场，将缓解自驾赏花游客
停车难题，市民也可乘坐51路公交车前往
观赏。园中集医疗、服务、讲解等功能于一
体的游客中心5日将对外开放，改扩建的
12条无障碍通道，让残疾人可在园内畅行
无阻。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党委书记任海，
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史秉锐等出席开幕
式。

3月29日9时，在市政府正门前的花坛里，几名
园林绿化工正在紧张忙碌着。其中有一名工人，坐
在花坛中心6米高的扇形架上，正摆放着一盆盆花
草。

他叫张乐耕，今年45岁，是市园林局绿鑫公司
的一名园林绿化工。

摆放花草需用心
从3月24日开始，张乐耕和工友们就在市政府

门前、中州桥、凯旋桥、周王城广场、火车站、龙门高
铁站等地的花坛里摆放花草。

张乐耕说，摆放花草是有讲究的，要先看专家设
计好的图纸，然后拿卷尺按照图纸上的比例量出实
地距离，再根据实际位置摆放，“摆放花草有平面造
型和立体造型两种，平面造型相对简单，但为了美
观，要将花草摆出一些形状，比如圆形、方形、菱形、
弧形等，要先拿线绳和石灰粉进行定位，再由里到外
摆放”。

花坛里，有紫色的、黄色的花，还有一些花儿含
苞待放，它们按颜色被摆成半圆形和弧形，风吹来
时如翻飞的蝴蝶。张乐耕介绍，这些花叫三色堇，
也叫蝴蝶花。扇形架上周边是红色的矮牵牛花。

张乐耕一边干活一边说，摆放花时力度要掌握
好，既不能破坏花朵，也不能让花掉下来。

腰酸背疼是常事
张乐耕原是我市某企业职工，2003年开始从事

花草养护工作。
张乐耕说，每年牡丹文化节和国庆节，是他最忙

碌的时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们经常加班加点，
中午饭也是凑合吃点。装车、卸车、高空作业……一
天下来，腰酸背疼是常事。可每当看到造型效果出
炉，我的疲劳感就没了”。

造型摆好后，张乐耕还要经常对花草进行养
护。“去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我看到许多市民和游客
在我们的作品前留影，我觉得很自豪。”他说。

整天和泥土为伴、与花草为邻，张乐耕这个男子
汉也变得柔情起来，“它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也
有思想，也会生病”。

为迎接第31届牡丹文化节，去年11月，张乐耕
和工友们就开始在温棚里进行花草播种、育苗、养护
以及病虫害防治。目前，他们培育的20多万盆花将
摆放在需要彩化的桥梁和公园门口，为古都洛阳穿
上一层靓丽的外衣。

本报记者 王晓丹

园林绿化工：
泥土为伴 花草为邻

品种丰富 造景巧妙 赏花方便

中国国花园
全力备战牡丹文化节

日前，在中国国花园内，技术人员正在每个地块设置不同品种的
牡丹花介绍牌，以方便游客鉴赏牡丹。

牡丹文化节日益临近，为确保节到花开，该园的职工们放弃节
假日休息时间，对园内早开涵盖九大色系 156 个品种 2.1 万株牡丹
进行精心呵护，对已经开放的品种进行遮阳，对含苞待放的品种进
一步加温。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邵安领 摄

三维立体牡丹巨画
将亮相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日前，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西门内，来自河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
计学院美术专业的学生，正在创作巨幅三维立体牡丹画。

这幅名为“给力洛阳”的大地艺术作品总面积306平方米，以三维
立体的创作形式，展示各色牡丹齐争艳以及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各主
要景观小品。该画作将于4月4日创作完成与游客见面，届时，主办方
将在周围搭建观景台，供游客以最佳角度观赏。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安瑞云 摄

地址：洛阳白马寺对面
电话：63780009

神州牡丹园
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赏花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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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注重加强行政指导。制订了《发

展休闲农业计划》，从技术、经费、宣传等
方面加大对休闲农业的支持力度。发布
了《农业政策白皮书》，明确提出“依据地
区农业特色及景观资源，规划发展休闲农
业及娱乐渔业”，特别是在2010年修订的

《农业发展条例》中，对休闲农业的定义、
主管部门、经营许可、辅导管理等内容做
出了明确规定。

四是注重先进发展理念。将生产、生
活、生态紧密结合，使游客可体验多功能
农业。注重“娱乐”和“健康”，并以此重塑
农村风情，提升休闲农业产品品质，开拓
市场，打造娱乐休闲和健康农业，进而为
游客提供优质的休闲体验。

五是注重发挥协会作用。1998年成
立了“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该协会
是由休闲农业经营业主组成的社会团体，
联结产、政、商、学界，致力于休闲农业的
资源整合。如田尾公路花园的花协，制定
花木销售标准，抑制压级、压价等恶意竞
争，同时发挥协作精神，及时转化科研成
果，休闲农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六是注重产品系列开发。台湾企业
注重研发自己的主导产品、系列产品、创
意精品。如兰花生物科技休闲园区的兰
花系列产品，涵盖食品、饰品、药品、保健
品、旅游纪念品，让游客目不暇接。

七是注重开展宣传促销。台湾重视
对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传和品

牌打造，利用网站推介休闲农业观光景
点，提供网上订房、订门票等多项服务；在
机场、车站，设置统一标志的旅游服务中
心；编印“台湾休闲农场”观光旅游地图，
各景区点也都编印了主题特色宣传画册。

三、启示与思路

启示一：发展休闲农业，要在一产与
二产、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上做文章。

在台湾彰化县田尾公路花园中，沿路
排开的一家家休闲农场里游客云集，观光
游览的游客不仅可以免费赏花，还可在生
态餐厅享用美食，孩子们在绿色工房里制
作自己喜爱的工艺品，游客在园中的产品
展销厅选购各色农产品的加工产品。这
种以休闲农场为平台，提供产供销游购娱
一条龙式的服务，实现了一产、二产、三产
的有机融合，拉长了农业的产业链条，综
合效益明显提升。

启示二：发展休闲农业，要在增加文
化内涵上下功夫。

2013 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
不但举办了洛阳牡丹精品展，还展示了大
量以牡丹为主题的插花花艺、书画和摄影
作品，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洛阳
牡丹文化及“同根同祖”的河洛文化，大大
增强了牡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许多
休闲农场中，纷纷植入书吧、网吧、艺术
吧、演艺吧等项目，使游客在赏花、购花的
同时，享受各色文化服务，增添了休闲农
场的魅力。

启示三：发展休闲农业，要在突出特
色打造品牌上求突破。

台湾突出打造兰花特色优势，在台南
市后壁区的“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占地
280公顷，投资52亿新台币，形成全球最
大的集兰花科技研发、展示交易、兰花文
化产品创意展销、兰花主题餐饮、观光休
闲等于一体的兰花观光产业园区，不仅
创造了兰花产业的附加值，而且寓教于
乐，用深度的文化之旅，达到宣传台湾

“蝴蝶兰王国”的品牌效益。其他的休闲
农场，也十分重视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
牌打造，形成了各具特色、品牌鲜明的园
区。

目前，我市休闲农业还处在起步阶
段，大多项目还存在功能单一、景观较差、
缺少内涵、管理粗放等问题。下一步，在
深化提升“三篇文章一起做”工作中，要以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带动生态旅游不断提
升，在实施“旅游兴市”战略、推进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建设进程中，实现“旅游兴
农”，从而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具体工作中：

（一）工作力量要整合。尽快成立市
级休闲农业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联席会议
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使休闲农业发展服务与协调工作
职责更加明确、推进更加有力、落实更加
有效。

（二）发展规划要先行。要按照建设
休闲农业产业集聚区的标准编制全市休

闲农业发展规划和发展计划，将其纳入国
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统
筹安排、共同推进。

（三）扶持力度要加大。一是政策上
要多支持。借鉴台湾经验，设立休闲农业
建设发展基金用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等。二是突出重点抓
示范。集中扶持一批基础条件较好的休
闲农业区域和示范项目，高标准规划，高
标准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经营，使其
合理布局，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尤其要
结合洛阳丰富的历史文化来搞特色园区
建设，形成“一区一特色”“一园一风格”的
发展格局，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
集聚区。三是要帮助宣传推广。把具备
一定规模和条件的农业休闲园纳入我市
旅游推介的项目之中对外宣传，帮助扩大
市场影响，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对外交流
要加强。加强同台湾休闲农业协会的交
流合作，提高我市休闲农业经营管理水
平。

（四）牡丹特色要突出。要围绕牡丹
的国际化做文章。一是改造和提升现有
牡丹园，由赏花向集餐饮、文化演艺、劳动
体验、加工、展销等于一体的四季休闲观
光综合园区发展。二是打造国际牡丹花
都，加强国际牡丹交流，建设国际牡丹文
化（洛阳）博览交流中心。

（五）行业发展要规范。要抓好协会
建设，规范行业标准，形成行业自律、规范
发展的良好态势。

佛教圣花
“地涌金莲”

酷似鸟的
“天堂鸟”

形似魔鬼
的“ 魔 鬼
文心兰”

状似烟花的“烟火树”

产于中美洲热带地区的产于中美洲热带地区的““黄金果黄金果”” （（本栏图片均为见习记者白云飞摄本栏图片均为见习记者白云飞摄））

2013洛阳·中国名花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