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 阳 喜 事 ！ 升 龙 广 场
“迎娶”韩国“媳妇”啦！继北
京、上海、沈阳之后，洛阳升
龙广场与韩国CGV影院强强
联姻——打造中原CGV形象
店，做真正的 IMAX 影院。
CGV更带领旗下四大餐饮品
牌同时加盟进驻。

引领洛阳高端观影
生活，亚洲最大影院“情
定”升龙广场

随着中原崛起，洛阳的迅速发
展，洛阳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日渐
增高，在一二线城市市场份额饱和
后，洛阳市场现已具备吸引大牌深
耕的土壤。其中，洛阳最大城市综
合体升龙广场便是大商们的首
选。缘起 2012 年，亚洲最大影院
CGV 首次到访洛阳，经综合考察
后选定升龙广场，但因已与原意向
合作单位签订初步协议，只好暂时
搁置合作洽谈。

“单相思”的 CGV 并未放弃，
通过《三国志》而钟情洛阳城的
CGV 高层，要求团队拓展必须落
定洛阳。CGV韩方高管金先生带
领拓展团队曾多次来洛，逐一实地
了解洛阳商业开发情况，经反复比
较论证，团队从城市中心地段、辐
射人口、商业规模、商业体拟入住
商家情况、交通通达性、停车位数
量，以及洛阳 2012 年-2020 年城
市总体规划城市发展方向等指标
综合分析评价，升龙广场取得最高
分。事后金先生介绍到，当时是怀
着一线希望，抱着百分之百的努
力，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市、区招
商局，才最终与升龙公司高管对接
上。此时，原意向签约影院表示做
IMAX存在困难，而CGV韩方代表
的诚意深深感动了升龙公司领导
层，最终，经友好协商与原意向签
约影院解约，一场“跨国恋”自此正
式开始。为表示诚意，CGV 为升
龙广场提供了最优厚的商务条件，
承诺把升龙广场CGV影城打造成

河南CGV形象店，做真正的IMAX
影城，并同时引进旗下bibigo拌拌
锅品牌、TOUS les JOURS多乐之
日品牌、A TWOSOME PLACE咖
啡店、VIPS 品牌西餐店四个餐饮
品牌进驻升龙广场。

升龙广场与CGV在强强联合
的共同愿景下快速达成签约共
识。金先生赶在签证到期的最后
一天，同时也是 CGV 中方代表举
行婚礼的前一天，完成正式合同的
签约。CGV中方代表的这位准新
郎在签约后开心地说：“只有顺利
与升龙广场签完合约才能安心结
婚度蜜月，这次顺利签约是一份最
好的结婚礼物。”

韩国CGV影城是亚洲影厅最
多的影院运营商，而作为 CGV 的
母公司 CJ 集团实力相当雄厚，不
仅是三星的前母公司，本身还拥有
4大核心事业：娱乐&媒体、生物工
程&基础设施、食品&食品服务、新
流通。CGV 超过 100 家影城，近
1000 块银幕，业务分布亚洲和北
美洲，2 间影厅登上 CNN 世界上
10间最棒的影厅榜单。1998年在
韩国首尔开设第一间多厅影院；
2006 年在中国上海开设影院，开
始在华业务的发展；2010 年在美
国洛杉矶开设影院，韩国 CGV 被
美 国 认 为 是 未 来 影 院 的 趋 势 。
IMAX 是一种能够放映比传统胶
片更大和更高解像度的电影放映
系统，IMAX的构造亦与普通电影
院有很大区别。由于画面分辨率
提高，在银幕上可尽情展现逼真画
面，观众可以更靠近银幕，如身临

其境。

不可复制的“立体化
优势”，商业价值举世无
双

谈到为何对升龙广场情有独
钟，金先生表示，城市综合体项目
有着巨大优势，它囊括了商业、写
字楼、酒店、公寓、休闲娱乐，以及
高档住宅等多种业态形式，这些均
是影院对于格局的需求。具体到
升龙广场：城市中心第一路口，王
城大道九都路立交桥的交通优势、
项目本身长达1800米的沿街商业
以及各种商业形式的聚集效应，令
其拥有难以比拟的人气。

对于升龙的建设者来说，梦寐
以求的是如何将这一目标转化为
提高广大市民生活品质的现实。
一切似已成竹在胸：良好的规划、
有利的外部环境、清晰的定位，再
加上从形象、招商到运营管理等方
方面面，升龙广场令整个西工欣
喜。CGV 与升龙广场，多业态经
营，优势互补，既吸引人气，又能降
低整体经营成本，这样的规模和配
备，在目前的洛阳新商圈内无可出
其右者，是对西工乃至整个洛阳商
业格局的颠覆。

而这场“跨国恋”现已在蜜月
期。CGV 擅长的专业 IMAX 影院
将不会让洛阳人等太久！此次联姻
将使洛阳人欣赏到世界顶级的视觉
盛宴，引领洛阳走在潮流前线。

韩国CGV将热映洛阳升龙广
场，视听盛宴敬请期待！

（段婷 于山 许露文）

韩国与洛阳，一个CGV的距离
——韩国CGV不远万里“嫁”入升龙广场

韩国韩国CGVCGV影院效果图影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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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35个运河沿线地市级市中唯
一一个以古城概念申遗的城市，苏州市除城
区运河故道、现京杭运河苏州至吴江段等河
道之外，虎丘云岩寺、盘门、宝带桥等7个遗
产点也一并被列入首批大运河申遗名录。

9 日上午，参加此次大运河中国行的志
愿者先后来到虎丘云岩寺、盘门、宝带桥等遗
址点，继续探访大运河与苏州的不解“情缘”。

虎丘塔：大运河苏州段的“地标”
苏州有名古话：“先见虎丘塔，后到苏州

城。”
9 日上午，参加此次大运河中国行的志

愿者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在距离苏州城还有
一段路程时，就看到耸立千年的虎丘云岩寺
塔。它既是苏州的象征，也是大运河苏州段
的地标。

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特约馆员王志军
介绍，公元前 496 年，吴王阖闾犯破伤风病
死，葬于此山，入葬三日后，有白虎蹲踞墓上，
故名虎丘山。虎丘山上有一座千年古塔——
虎丘塔（又名云岩寺塔），它始建于五代后周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为七级八面以砖结
构为主的仿木结构楼阁式佛塔，是八角形楼
阁式塔中现存年代最早、规模宏大而结构精
巧的实物。其套筒式结构使塔历经千年斜而
不倒，为古代高层建筑的杰出代表。

据寺内碑刻记载，虎丘寺建于东晋咸和
二年(327 年)。 唐时，为避李虎 (唐高祖李
渊祖父)之讳，便改名为“武丘报恩寺”，唐会
昌年间被毁。北宋至道年间(995～997 年)，
重建时又改名为“云岩禅寺”。清康熙年间更
名为“虎阜禅寺”，但人们仍习惯俗称之为“虎
丘寺”。

云岩寺里，在一处崖壁下有一个窄如长
剑的水池——剑池。据传说，吴王阖闾下葬
时曾以 3000 把宝剑殉葬，故名剑池。剑池
旁边，书写着“虎丘剑池”几个大字，相传乃唐
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真迹。

盘门：古代水陆城门的典范
到苏州之前，早就听说苏州门多，阊门、

盘门、胥门、吴门等“八大名门”遐迩闻名。
在此次大运河申遗中，盘门以其保存完

好的古代水陆两用特色成功入选“首批申遗
名单”。因此，盘门也成为我们此行必不可少
的一站。

9日一大早，我们从阊门出发，沿着古运
河一路往南。很快，一座七级佛塔巍峨映入
眼帘。它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塔——
瑞光塔。据了解，该塔是三国时吴王孙权为
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所建，因此又被称为“报
恩塔”，是教导子女们孝敬老人的活教材。

绕过瑞光塔，再往西南方走不多远，就到
了象征吴越古人智慧的盘门。

“盘门城楼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由伍子
胥亲自督工，为吴国‘阖闾大城’八门之一。”
景区讲解人员介绍，盘门是苏州城墙西南角
的水陆结合的城门，是苏州古代军事、水运的
重要通道，位于江南运河苏州城区运河故道
上，是连接大运河与苏州古城的一个重要节
点，战时守城防御，汛期防洪泄洪，平时水陆
通行。现存盘门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
重建，经明清两代续修。

爬上5米高的盘门城楼，垛口、铁炮、炮
洞、绞关石、天井等设施一应俱全。讲解人员
说，盘门由两道陆门、瓮城与水门组成，水门
内设置两道水闸，起军事防御与调控水位的
作用。门朝东南，水陆两门并列，包括两道陆
门和两道水闸门。两道陆门间为略呈方形的

瓮城。
“苏州位于长江下游多雨地区，又与运河

相连，每年汛期都对苏州城产生影响，通过水
门的设置，可以较好地解决城市的防洪、泄洪。”
王志军说，盘门采用“面东背水”抹角做法，避开
了水流方向，避免了水流的直接冲击。同时，
在结构上采取水陆两门错位并列，砌筑水、陆
两道城门，并把它们巧妙地组合成一个整体。

宝带桥：中国十大名桥之一
在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傍运河西侧，跨

澹台湖口，水草围绕处，一座石拱桥静卧在京
杭大运河旁边。它就是宝带桥。

当日上午，当我们慕名找到该桥时，看到
这里游人稀少，显得有几分寂寥。

“别小瞧这座桥，它可是与赵州桥、卢沟
桥等一样名列中国十大名桥的啊。”王志军
说，它始建于816～819年，公元1442～1446
年改建为53孔连拱石桥，桥长316.8米，是我
国现存古代桥梁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代
表了古代中国桥梁工程设计施工的卓越水
平。2001年，该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据了解，宝带桥为连拱桥，各孔拱形均属
圆弧，接近于半圆形，孔高与孔径之比（即矢
高比）接近 1/2，属于陡拱。陡孔不仅对墩、

台产生较小的水平推力，而且桥孔的净空较
大，便于行舟。为了避免这类柔性墩所引起
一孔受损波及全桥的情况，在北起的第27号
墩，以两墩并成一墩，构成能承受单向推力的
刚性墩，也就是制动墩。

宝带桥与一个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
起，这个人就是唐代苏州刺史王仲舒。

王志军说，与白居易一样，王仲舒任苏州
刺史时，出于河运急需，便主持建桥解决交
通。由于国库紧张，为筹措建桥资金，他带头
将自己身上的宝带捐出，当地豪绅看到后也
纷纷解囊相助。为感父母官的义举，宝带桥
之名由此而来。

宝带桥边，就是有“九里石塘”之称的吴
江古纤道。“纤道是古代以人力背纤为行船提
供动力的通道，是运河船运的重要辅助设
施。”王志军说，始建于唐代元和年间的吴江
古纤道长约 1500 米，宋庆历八年（1048 年）
增石维修，元至正六年至七年（1346～1347
年）复以巨石修筑。明清时期，吴江古纤道既
是运河河岸又是纤道，还被充作驿道，是水陆
并用的交通要道。

“吴江古纤道为江南古塘路中最重要的
一段，其构筑的科学性、实用性、美观性，成了
后来许多塘路效仿的典范。”王志军说。

本报记者 姜春晖/文 鲁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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