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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该讲堂
也到了教育青少年的作用。

目前，讲堂已经大量引入《弟子
规》《三字经》《论语》等传统内容，教育
青少年，传递正能量。

今年 3 月，河洛道德大讲堂走进
市直机关专场，由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杨淑芝讲述《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
晖》。王联委说，他的朋友曾经谈
起，女儿与自己发生争执后，就是看
了讲堂以“孝”为先的内容，才更理
解父亲的。

“由此可见，这些内容对青少年产
生了积极影响。”王联委如是说。

那么，这样的文化惠民活动如何
常办常新，如何让百姓受益更多？

西工区在全区范围内推出了类似
的大讲堂，深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从去年11月开始至今，优秀传统
文化公益报告会已经举办了 6 届，内
容涉及爱国主义、孝亲敬老、伦理道
德、感恩、和谐等中华经典文化，来自
全国各地的20名专家、学者对西工万
余名干群进行了一次次的道德教育。

“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内容一次比
一次实，效果一次比一次好。”西工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翟智会说，举办第
一届报告会时，担心票发下去群众不
来；现在呢，一票难求，往往是前场报
告会结束没几天，就有人来要下场报
告会的票。

更为可喜的是，我市道德讲堂选
址已经完成，位于开元大道市文物局
一楼报告厅。目前该报告厅正在进行
修缮，待工程完工之后，这里将成为该
讲堂的固定举行地点。

河洛道德大讲堂，将成为我市人
民的一道固定文化大餐！

洛阳是一座千年帝都，拥有厚重的文化积
淀和优良的文明传统，也拥有一批在文化界享
有盛誉、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如何才能让这
些资源为提高市民文化素养和城市文明内涵服
务呢？

2001年7月9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开播
后，深受全国人民喜爱。我市之前也举行过此类
讲坛活动，在文化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种
讲坛活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结合起来，创造
了一个传播文化知识的成功模式。

受此启发，我市去年办起了河洛道德大讲
堂，讲堂每周六、周日在洛阳电视台进行录播。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全省会议上，省委宣传
部领导称在全省18个地市中，在举办城市文明
大讲堂方面，洛阳独树一帜！”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杨炳旭说。2012年3月23日，第一讲在市
委党校举行，对象是中青班和干部培训班的部
分学员。

随后，由叶鹏、徐金星、杨中有、郭爱和等知
名专家讲述的《洛阳的文明》《河洛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文化》《洛阳三彩艺术的传承和创新》

《老子文化与洛阳文明》等先后与市民见面。
2012年4月底，河洛道德大讲堂开始向社

区、企业、工厂、机关延伸，同时在选题上更加贴
近基层群众。

“谈恋爱如何展示良好形象，上下电梯应该
注意什么，餐饮礼仪有哪些，日常穿着怎样才能
更加得体”是河洛道德大讲堂走进社区活动第
一站的主题，由市委党校讲师、法学硕士王蕾
讲述。

王联委回忆，那一次2个小时的讲座，中间
没有观众离席，可见这些知识在基层很受欢迎。

家住凯旋路43号院的王平安，就是河洛道
德大讲堂的忠实粉丝。自该讲坛开播以来，他
基本每期都看，在他看来，这种本地举办的文化
节目更具有贴近性。

作为一项文化惠民工程，如何叫好又叫
座，也是河洛道德大讲堂一直追寻的目标。

“最开始几期的选题，可能过于深奥，并没
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王联委说，他们随后在问
卷调查中发现，市民普遍反映讲坛与实际生活
联系不太紧密，大众化程度有待提高。

因此，在选择主讲人方面，他们开始尝试创
新。“不仅要把真正有思想、有水平、深受市民欢
迎的主讲人选拔出来，更要让一些青年学者、善
于讲故事的年轻人请上讲台。”王联委说，他们还
要求主讲人在选择题目、内容时，确保都是市民
关心的和当今学术前沿的。

市农村公路管理处举行的讲堂邀请洛阳师
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吴涛讲授《古往今来话
美食》，从祭祀文化、香味文化、烹饪文化等入手，
通过市民做菜等日常生活琐事，介绍了饮食与
保健、饮食与中医等传统文化知识。

“没想到，真没想到，清蒸鲈鱼、酸辣土豆

丝等家常菜也蕴藏着这么多传统故事，也能讲
出这么多大道理。”在采访中，王平安说，这一期
讲堂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事实上，像《文明礼仪伴我行》《古往今来话
美食》等内容点播量已经突破2000次。

此后，讲述家庭成员关系的《家和万事兴》、
讲述教育子女的《遵道德行育栋梁》、讲述帮助
别人的《做一个乐于奉献的好人》等几期讲堂，
都是叫好又叫座。

至此，河洛道德大讲堂也被定位为独具洛
阳特色的大众化文化大餐。

截至目前，我市169个省级以上文明单位
都建立了道德讲堂示范点，158个基层社区和
所有市级文明单位也都开办类似讲堂。在这些
舞台上，基层群众唱主角，每名社区居民、每名
干部职工都可以登台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形成草根英雄、凡人善举层出不穷的城市
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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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街分为前街、北街、东街、西街4条街道。
“义勇”一名，据传缘于旧时街上的一座大关

庙。据李健虎《老洛阳·古址遗迹》中所述，义勇
街原名仓口街，“街西为明粮仓，北端有大关庙
一座，1927 年改为‘义勇街’，街名是取关羽之封
号——关羽死后被封为‘义勇武王侯’”。据该
书记载，大关庙始建于金代，坐北朝南，占地百
余亩，是当时洛阳城最大的关庙。至清末时，大
关庙已破败不堪，但香火依旧旺盛。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逃荒的人们大都选择在
大关庙附近落脚，想寻求“关老爷”的护佑，渐渐
地，大关庙附近街道上的住户便多起来。因此，义
勇街的扩大与大关庙息息相关。

1920年，吴佩孚进驻洛阳，在大关庙塑了岳飞
像，又将大关庙改为关岳庙。1927年，冯玉祥来到
洛阳，在轰轰烈烈的毁佛运动中，却下令保护关岳
庙，还根据关羽“义勇武王侯”的封号，将该街正式
命名为“义勇街”。

如今，大关庙已不复存在，而且义勇街上留下

的老宅也很少，于家大院可以说是最老与最“阔”的
一个。这座老宅位于义勇前街69号，坐东朝西，为
四进四合院，现存下房9间、上房5间，面积约450
平方米。临街为一座二层砖楼，是未出嫁女子的闺
房，供小姐们在楼上观街景、看社火。据说，该院原
主人家财雄厚，以前每逢缴租的时候，前来缴租的
人能从家门口排到丽景门，虽是传闻，但也可以想
见当时于家家产的雄厚。

于家大院为老城区现存老宅院中较大的一
座，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进门处的砖雕

“五蝠捧寿”影壁，更是为其增色不少。“五蝠捧
寿”又称“五蝠献寿”，于家大院的这座影壁至今
保存完整。

如今，于家大院的住户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
搬进的。72岁的宋老太太是目前院里年龄最大的
一个住户，她告诉我们，以前常听老人讲旧时于家
的院子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义勇南街的东半边
基本都是于家的地盘，而且宅内还辟有花园，景致
宜人。 本报记者 鲁博 特约记者 孙海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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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街 忠义之地的前世今生

精美的砖雕

义勇街

残破的楼梯

义勇街上的手艺人

生活在影壁周围的住户

市民足不出户，
就可以看到富有洛
阳乡土特色的“百
家讲坛”——河洛
道德大讲堂。这道
文化大餐，从去年
3月启动以来，已
经先后举行了65
场，被誉为市民的
“心灵鸡汤”。一
档主讲文化、道
德的讲坛节目，
如何深入市民，
贴近群众？又如
何成为宣传文明
礼仪的有效窗
口？日前，记者
就此采访了市
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

河洛道德大讲堂启动以来已连续举行65场，成为市民的一道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张峰

大讲堂大讲堂““接地气接地气””文明风吹河洛文明风吹河洛
“看昨晚播出的道德讲堂

没？”7 月 1 日早晨，在凯旋路某
家属院内，一群老人一边锻炼身
体，一边谈论着前一天晚上的电
视节目。

他们说的是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主办的“河洛道德大讲
堂”。6 月 30 日，嵩县计生委的

“五环节”道德讲堂，讲述了该
县道德模范路延庆精心护理爱
人，从死神手里夺回爱人的感
人故事。

“其实，在现场听的群众感触
更深。”市文明办副主任王联委说，

“这种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
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道
德讲坛节目，对群众触动更大。”

河洛道德大讲堂从去年3月
底开讲以来，已经连续举行了65
场，邀请了社会各界知名学者、文
明礼仪专家的参与。

“一座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公民的素质和城市的文
明程度。”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文明办主任、市创建办主任谷连
民说，为持续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我市通过这种讲坛的
形式，把传统文化、洛阳文化、现
代文明等知识向市民宣传，就是
希望帮助大家学习洛阳的传统文
化，激发市民学习热情，以此活跃
城市的文化氛围，提高市民的人
文素养。

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教育始
终是短板，设置这种“第二课堂”，
弥补了文化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
的缺陷，适应了广大市民精神生
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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