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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特别报道

花美人更美

2013中国（洛阳）国际牡丹高峰论坛
今日正式开幕，作为我国首个国际级的牡
丹高峰论坛首度“花开”我市，源于我市在
牡丹种植栽培、牡丹文化传承、牡丹观赏
中心建设、牡丹科技发展以及牡丹深加工
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牡丹栽培，自古结缘洛阳
我市在我国牡丹栽培史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根据《洛阳牡丹甲天下》一书记载，洛

阳牡丹兴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至
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我市可以称得
上是中国牡丹乃至世界牡丹的原生地、适
生地、发祥地和传播地。

在牡丹原始野生种方面，在目前已考
察探明的9个中国牡丹原始野生种中，有
4 个分布在河南省伏牛山南北麓及济源
的王屋山，我市的嵩县、栾川、新安、宜阳、
洛宁、汝阳等县为野生牡丹的集中分布区
域，分布有“杨山牡丹”“紫斑牡丹”“矮牡
丹”等。

洛阳牡丹，历史文化悠久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

狂。”这是每年牡丹花开时，洛城独有的民
风花俗。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
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
花，虽负担者亦然。”据他记载，当时洛阳
有黄芍药、绯桃、瑞莲等优良花木，但洛阳
人并不感兴趣，称其为“果子花”，对牡丹
却单称一个“花”字，其意思是“天下真花
独牡丹”。

牡丹文化除了彰显在洛阳的民风花
俗中，还融入民间艺术中。早在东汉时
期，墓葬中的陶器上，就有牡丹的抽象图
案。1964 年 8 月 5 日，当时的国家邮电
部发行了一套牡丹特种邮票，其中 5 枚
邮票上的牡丹图样即出自洛阳的传统品
种。

牡丹观赏园，吸引游客聚洛城
市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

第2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共接待游客
1770.17 万人次，2012 年第 30 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接待游客人数创新高，达
1965万人次。

目前，我市市区共有国家牡丹园、
中国国花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等牡丹
观赏园 12 个，部分观赏园建有四季牡丹
展馆，通过花控技术，实现全年赏花；南
部山区建有嵩县白云山牡丹园、栾川鸡
冠洞牡丹园等牡丹观赏园4个，每年4月

上旬至5月上旬，牡丹花沿“城市区——
城市郊区——南部山区”的路线依次盛
开。

技术领先，带动牡丹生产
“我市在牡丹研究方面，可谓是我国

乃至世界牡丹的科研中心。”市牡丹办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洛阳牡丹共栽培有 9
大色系10大花型1260余个品种。

近年来，“洛阳牡丹地理标志”得到注
册保护；洛阳牡丹种苗和盆花质量标准已
作为河南省级标准颁布；我市南部山区建
有国家牡丹芍药迁地保护基地，成为世界
唯一一个牡丹野生品种迁地保护中心；我
市拥有国家牡丹基因库、国家级牡丹种资
源鉴定及检疫重点实验室、牡丹研究院和
牡丹产业化研究中心等，为牡丹的发展提
供了科研技术力量保障；近两年，我市还
积极开展牡丹航天育种，探索、培育牡丹
优良品种。

先进的牡丹科研技术带动了我市牡
丹生产，截至2012年年底，我市已建成牡
丹催花基地、盆养牡丹基地、牡丹嫁接苗
繁育基地100余个，年产牡丹盆花100万
盆，年销牡丹100万余株，洛阳牡丹远销
全国各地，并出口到日本、法国、美国等
20余个国家。

牡丹深加工，牡丹产业新
增长极

2011 年，我市围绕“牡丹为媒”打造
牡丹花都的总体要求，用3年时间，在城
市规划建设和绿化美化中合理增植牡丹
80万株，实现“满城尽是牡丹花”。截至目
前，我市牡丹种植面积已有11万亩左右。

大规模发展牡丹种植，为牡丹深加工
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已建设的“牡
丹花都产业示范园”连片种植牡丹1.6万
亩，成为集牡丹切花生产、反季节盆花生
产、牡丹观赏、深加工和牡丹交易市场为
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其中，1000
亩深加工产业集聚区正在筹建，保证3年
内把该示范园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牡丹产业
龙头和牡丹花卉交易物流中心。目前，全
市开发出的牡丹深加工产品已达20余种
100余个，包括牡丹红茶、牡丹食品、牡丹籽
油、牡丹精油、牡丹饮品、牡丹化妆品等。

在牡丹产业的营销方面，今年 3 月，
我市建成“牡丹花都特产专卖场”，打造
统一的牡丹产品营销品牌，经营范围包
括牡丹深加工产品、牡丹文化产品、牡丹
工艺品和洛阳名优特产等 4 大类 400 余
个品种。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韩孟伟

理由：我市在牡丹种植栽培、牡丹科技发展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国际牡丹高峰论坛缘何“花开”洛阳

漫步洛阳街头，处处可闻牡丹香。
昨日，记者在牡丹广场、王城广场、洛浦公园和王城大

道、凯旋路、天津路、延安路等路段看到街头牡丹大面积开
放，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留念。

目前，全市牡丹种植面积11万亩左右，年产牡丹盆花
100万盆，城市区街道、广场、社区栽植牡丹100万余株。

首席记者 曾宪平 记者 孙自豪 摄影报道

牡丹文化节期间，让外地游客感受
到洛阳人的热情好客，更能凸显古都洛
阳的人文魅力。7 日，在王城公园发生
的一件“虎口取衣”小事，让一对外地老
年游客深受感动，也被不少网民交口称
赞。

老虎洞上，游客衣服不慎滑落
8 日，网民在洛阳某论坛发布《瞬间

感动在王城》一帖，详细描述了事情经过。
7日11时许，王城公园观光索道南站

上，一位来自外地的老太太带着7岁左右
的孙子坐上索道观光缆车，在缆车上慢慢
观光过河，桥北动物笼舍里的各种动物吸
引着他们的目光。缆车滑行到老虎洞上
方时，老太太的孙子不小心将随身脱下的
衣服滑落，掉到老虎洞上方的索道隔离网
上。

据当事人王城公园观光索道站站长
王建洛介绍，老太太60多岁，当时随老太
太一同乘坐缆车的还有她的老伴。因为
孩子调皮多动，才发生上述一幕。

老太太下了缆车，找到了王建洛，说
明事情经过，希望工作人员帮她取回衣
服，王建洛爽快地答应了。

王建洛说，当时缆车正在运行中，无
法停止缆车取衣服。此外，由于正值游客
高峰期，为了不影响游客观赏，也不方便
驱赶老虎至洞中，因此无法安排人到老虎
洞中取衣服。

一小时里，6次取衣感动游客
这种情形下，王建洛只有拿起竹

竿，尝试搭乘缆车钩取游客的衣服。由
于缆车速度较快，他坐在缆车上转了 6
个来回，花了1个小时也没能钩住衣服。

看到如此麻烦，而工作人员又如此卖
力，坐在休息室的老太太感到不好意思，
感动地对正要再次坐上缆车的王建洛说：

“算了吧，就一件外套而已，不值几个钱，
不麻烦你们了！”

游客的事无小事。王建洛一边安抚
老太太，一边告诉她等下班后再想办法，
一定要把衣服取下来物归原主。他建议

老太太次日上午来取衣服，到时不用买票
直接来索道站找他就行，老太太满意地答
应了。

下午6点，缆车停止运行后，王建洛
再次坐上缆车。在缆车到达衣物正上方
时，他摆一摆手，示意操作人员停车。他
伸出约7米长的竹竿慢慢靠近衣服，终于
把衣服钩出。

第二天，王建洛一早通知公园门卫，
如遇进门取衣服的老太太，免费放行。当
天11时，老太太如期而至，顺利进入公园
并拿到了孙子的外套。“一件外套不值几
个钱，却让你们兴师动众地帮忙，还安排
得这么贴心，真是太感谢了！”老太太感动

地对王建洛说。

记者采访，站长笑称分内之事
“这事儿也值得采访？”当记者找到王

建洛时，对方惊异地问道。他笑着说，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只要能帮助游客，他
都会在所不辞，因为这是分内之事。

王建洛今年 48 岁，在王城公园索道
站工作了13年，从机械工做起，去年开始
担任索道站站长。“站长这一职务每天肩
负着数千名游客的安全。管得多，压力也
大。”他说。

每天早上8点半前，他要对索道进行
全面检查，记录工作日志，然后安排2次
巡检，并作相关记录。牡丹文化节开幕
在即，游客不断增多，巡检次数也增至 4
次，早上全面检查的时间也提前至 7 点
半前。“一个螺丝的松动，一个齿轮的错
位，都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容不得半点
马虎。尤其在牡丹文化节期间，搭乘缆
车的人流从早上 7 点半到晚上6点半不
间断，这分安全责任更需要坚守。”王建
洛说。

13 年如一日的坚守，王建洛在索道
日复一日的运行中创造了零事故纪录。
由于平时保养得当，巡检中查出的安全隐
患也屈指可数。

“游客安全，我就安心；游客舒心，我
就开心。”王建洛说。
本报见习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乔丽娜

索道站长“虎口取衣” 网民交口称赞

昨日，洛阳郁金香牡丹园迎来了一批客人——我
市400多名困难职工、农民工代表免费在园内欣赏盛
开的郁金香和牡丹。

此次“关爱困难职工赏花踏青”活动由市总工会和
洛阳郁金香牡丹园联合开展，将陆续为我市 3000 名
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免费赏花服务。

本报见习记者 孙小蕊 实习生 何奕儒 通讯员
梁占强 摄影报道

关爱困难职工
免费赏花踏青

昨日，记者在瀍河回族区中州东路附近的熙春园
广场看到，这里新建成一座志愿服务亭。

市志愿者联合会负责人介绍，为做好牡丹文化节
志愿服务活动，我市要在牡丹广场、周王城广场、青年
宫广场、熙春园广场分别设置4座志愿服务亭。熙春园
广场志愿服务亭是我市建成投用的首座志愿服务亭。

瀍河回族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牡丹文化节
期间，志愿服务亭内的志愿者可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
客提供景点信息、免费茶水、道路指引等服务。

本报记者 王蕾 特约记者 王少峰 摄影报道

我市首座
广场志愿服务亭投用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四方宾朋齐聚洛阳。那些面
带微笑、服务在我市各个区域的志愿者们犹如一张张城
市名片，向中外宾朋展现洛阳“全国文明城市”的风采。

8日12时许，记者来到洛阳龙门高铁站出站口附
近的志愿者服务站。一名女孩正面带微笑向前来咨询
的旅客耐心讲解。她叫郭琳琳，河南科技大学旅游管
理专业大三学生。尽管已到了饭点，郭琳琳始终坚守
在岗位上，她说：“这个点有好几列高铁停靠，也许有游
客需要服务，这里得有人。”

王先生来自吉林省，头回来洛阳旅游，对于郭琳琳
的服务，他不由点头赞许：“女孩很热情，始终笑脸相
迎，志愿者服务站很方便。”该志愿者服务站日均服务
游客500人次，清明假期单日逾千人次。

当问及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是否会烦躁时，郭琳琳
笑答：“我们的言行代表城市形象，志愿者和牡丹同为
洛阳的城市名片。”

陈欣楠是平顶山人，和来自濮阳的郭琳琳都是第
一次参与牡丹文化节志愿者服务活动。

郭琳琳说，为了更加详细、准确地为游客提供公交
换乘信息，他们不仅要上网查找路线，还要乘车实际感
受哪条路线更方便快捷。鉴于游客询问最多的是前往
景区的乘车路线，二人特意把相应的信息整理好，贴在
服务站点的外墙上，供游客参阅。

牡丹文化节期间，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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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子君 实习生
何奕儒 通讯员
田利锋

志愿者：
与牡丹媲美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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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牡丹广场

摄于牡丹广场

摄于开元大道

昨日，老城区西关办事处辖区内的20余名空巢老
人、特困群众在志愿者陪同下，免费参观了隋唐洛阳城
国家遗址公园明堂、天堂景区，近距离感受盛唐文化魅
力和牡丹文化节氛围。

本报记者 王子君 通讯员 乔永峰 石智卫 李俊
华 摄影报道

组织志愿服务
情暖空巢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