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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上午，李学武牡丹瓷艺术馆丽景门馆开馆
与牡丹瓷博物馆迁馆暨李学武太极养生俱乐部开启仪
式，在丽景门隆重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共洛阳市委宣传
部、河南省陶瓷协会、河南轻工学院联合主办，洛阳市农
工委、洛阳市旅游局、洛阳市文广新局协办，洛阳牡丹瓷
股份有限公司和李学武牡丹瓷艺术馆承办。省和市有
关领导、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及其他各界人士500余人
参加了当天的开馆仪式。

李学武牡丹瓷是将陶瓷艺术与牡丹文化有机融合
的纯手工制作的新派陶瓷艺术品，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
品和特色旅游纪念品的空白，延续了中国陶瓷艺术衍变
发展的历史，自2009年年底问世以来，引领出了一个牡
丹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河洛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市
场的领跑者，迅速受到省、市以及国家领导热切关注和
大力支持，并逐步走出洛阳、走出河南，走进北京、香港
等地，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宾朋所认可和青睐。近年
来，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引领
发展潮流，被列入省、市“十二五”重点发展企业和河南
省文化企业50强，先后被认定为省、市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以及洛阳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李学武牡丹瓷艺术馆，以“新陶瓷、新创意、新文化”
为展示理念，用李学武牡丹瓷特色艺术品传承牡丹文
化、弘扬河洛文明，目前已相继在洛阳、郑州、北京设馆
开馆。李学武牡丹瓷艺术馆丽景门馆，坚持“弘扬牡丹
文化，共享国色天香”的办馆宗旨，以“新陶瓷、新创意、
新文化”为展示理念，以打造“问礼洛阳”河洛文化旅游
商品长廊为目标，将玉石、青铜、陶瓷、木雕竹刻、刺绣、
宫灯、澄泥、唐三彩、龙门石刻、道教、佛教、儒家、牡丹
画、牡丹瓷等14种最具河洛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辅以
千余年来河洛文化的典故、历史和相关事迹，充分展示
河洛古城的发展历程，突出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以多

个板块展现洛阳由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演变过程
和发展趋势，是李学武牡丹瓷从高端礼品向文化旅游商
品转型的首个示范场馆。

馆内以李学武牡丹瓷特色艺术品为展示主体，用
简约、现代的设计风格将牡丹与陶瓷文化贯穿整个场
馆空间，以深入浅出的色彩搭配来彰显瓷器艺术的高
雅和现代技艺的独特，风格高雅、装饰新颖、和谐风趣、

主题鲜明、模式统一、品牌运营。艺术馆设置有“牡丹
瓷”“陶艺”“旅游商品”“刺绣”“玉石”等5大展区，展品
千余种。

当天，与会者还参加了洛阳牡丹瓷博物馆的迁馆
仪式。洛阳牡丹瓷博物馆是 2012 年 2 月经市文物局、
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营博物馆，位于洛阳市洛龙区
安乐镇郑村牡丹宫宫殿内，是国内首家牡丹瓷博物

馆。主要从事牡丹瓷与牡丹文化相关藏品的收藏、保
护、研究、开发、展示和交流。馆内藏品古起宋代牡丹
纹瓷枕、红绿彩牡丹碗、牡丹绢绣等艺术珍品，今至独
具特色的新派瓷种洛阳牡丹瓷艺术精品，传统收藏品
历史厚重，洛阳牡丹瓷传承创新。随着技术的不断创
新，公司先后开发并推出了“北京礼物”与“龙门石窟”
特色系列产品以及“问礼洛阳，礼行天下”特色文化旅
游品牌，现有花盘、壁挂、盆景、屏风、中国结、花篮、花
瓶、瓷鼎、单株牡丹树、大型艺术雕塑、板壁、日用瓷、人
物、动物、动漫卡通以及牡丹绣等 16 大系列千余个品
种，因原有的博物馆展厅已不能满足展示需要，故特地
将洛阳牡丹瓷博物馆迁至丽景门馆，将博物馆和艺术
馆融为一体，既能通过博物馆对外广泛传播厚重牡丹
历史文化，又能使游客欣赏到更多的艺术品，同时促进
牡丹瓷艺术品的收藏、保护、研究、开发、展示、交流等
工作，提高了博物馆和艺术馆的品位。

此外，李学武太极养生俱乐部也在当天一并启动。
李学武太极养生俱乐部以铸就健康体魄、陶冶艺术情
操、营造企业氛围、弘扬传统文化、展示个人魅力为活动
主题，开创了健康养生的新概念，创造性地将太极拳运
动与周易、茶道、花道、香道、中西医、营养学、无公害食
物、水源等有机结合，探索出了一套简明高效的将养生
服务贯穿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综合健康养生体系，
为各界人士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和综合交流平台。
俱乐部将致力于太极文化理念的推广，号召更多人士加
入到太极养生行列，引领大家共同感受太极拳的魅力，
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传承弘扬，开拓创新。李学武牡丹瓷将以不断创新
的形式来继续弘扬和传播河洛文化，努力打造李学武牡
丹瓷文化旅游知名品牌，追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洛
阳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做出积极探索和应有的贡献。

传承弘扬 开拓创新

李学武牡丹瓷艺术馆丽景门馆与牡丹瓷博物馆迁馆暨李学武太极养生俱乐部开启仪式

游客参观牡丹瓷展品 各色牡丹瓷盘牡丹瓷摆件 牡丹瓷花篮

——李学武牡丹瓷艺术馆丽景门馆开馆与牡丹瓷博物馆迁馆暨李学武太极养生俱乐部开启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王小留）利用西
瓜皮、烂菜叶等，经过发酵，就能变身清洁剂。昨日，
河南大学创行团队和洛阳大学生公益组织来到014
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为居民上了一堂环保实验课。

志愿者王通介绍，制作环保酵素，需将1∶3∶10的
红糖、厨余有机垃圾（烂菜叶、水果皮等）和水放在容
器中搅拌，后封闭瓶口，发酵3个月。制作初期，每
天需打开瓶盖放出气体。若制出的酵素呈黑色，表
示已经腐败，需再加入红糖继续发酵3个月。

该环保酵素具有防虫、驱虫、杀菌、去油污等功
效，可用于清洁碗盘、浴室、马桶等。酵素随管道排入
河流后，还能分解人工化学污染物，从而净化河道。

烂菜叶水果皮
也能变身环保清洁剂

嵩县纸房镇的杨卓雅今年考入新乡医学院，但
由于家境贫困，一直为学费发愁。昨日上午，洛阳通
润典当有限公司解了她的燃眉之急——资助其
5000元爱心款，同时获得资助的还有20名贫困生。

洛阳通润典当公司董事长邵文军介绍，昨日是
公司开业的日子，他们决定取消开业庆典，拿出10.5
万元资助优秀贫困学子。 记者 石文禹 摄

嵩县21名贫困学子获资助

本报讯 （记者 郭秩铭 实习生 刘
璐 特约记者 潘华武）昨日是我市驾驶人
考试科目三实际路考启用智能化系统进
行考试项目评判的第一天，绝大多数驾驶
人未能通过考试。

昨日9时30分，学员庞继峰从市交警
支队车管所科目三新区考场的 1 号考车
上走下，成为新系统启用后第一个通过考
试的学员。不过，在昨日参加科目三考试
的 386 名驾驶人中，只有 25 人通过了考
试，占比约6.5%。

361名驾驶人未能通过科目三考试，
问题出在哪儿？

记者从科目三考场监控车上的智能

化系统中看到，学员在考试中被扣分的项
目主要集中在起步步骤、模拟夜间驾驶、
变更车道等有关驾驶细节规范的方面，其
中在起步步骤和模拟夜间驾驶两项被扣
分的考生人数比例，均接近1/3。

“不注意驾驶细节，不但不能通过考
试，还不利于学员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市交警支队驾管所相关负责人说，虽然短
期内合格率不高，但相信学员适应了新的
考试系统后，合格率会回升。

该负责人介绍，针对经常出现的问
题，考生应注意以下细节：

■项目一：起步
上车关闭车门后，驾驶人应按自己的

需要调整驾驶座椅、后视镜，检查仪表盘，
并系好安全带。

考试开始后，若发动机未启动，考生
应按照车载语音提示，启动发动机，在车
载语音提示下进行模拟夜间行驶考试。

模拟夜间行驶结束后，驾驶人应按
照车载语音提醒准备起步：先向左方侧
头，通过后视镜观察左后方的交通情
况，然后打开左转向灯，挂 1 档，慢松离
合器到半联动状态时，轻加油门，在松
开驻车制动器后5秒内完成起步。

■项目二：模拟夜间行驶
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

或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交替使

用远近光灯（变光2次以上）；夜间道路上
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
动时，应将大灯转换为示宽灯，并打开双
跳灯；夜间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
时，应使用近光灯；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的
不良条件下行驶时，应开启大灯；雾天行驶
时，应开启雾灯、双跳灯、大灯；同方向近距
离跟车行驶时，使用近光灯；与对方会车，
距对方来车约150米时，切换为近光灯。

此外，在考试中，驾驶人在变更车道
时，应提前 3 秒以上打开转向灯；通过路
口、人行横道、学校区域，应控制车速在每
小时30公里以下；直线行驶控制车速在每
小时25公里至45公里。

被扣分的项目主要为起步步骤和模拟夜间驾驶

驾考科三启用新系统，首日通过率仅6.5%

在瀍河回族区瀍西办事处东车站社
区九龙台街 130 号院，一提起潘双林，居
民纷纷竖起大拇指。今年 82 岁的潘双
林，多年来以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居民
的爱戴。

居民眼中的“潘万能”
近日，记者来到九龙台街130号院门

口。听说要采访潘双林，在外面乘凉的居
民都围了上来。

居民王爱霞说，潘师傅什么都会修。
谁家的电饭锅、电风扇、雨伞、灯泡、自行车
坏了，都可以找他免费维修，而且修得很好。

60岁的张素珍说，一到下雨天，潘师傅
会提前把井盖打开，这么多年来，小院没积
过水。冬天下雪时，他一大早拿铲子把各
楼道出口处的雪铲掉，方便大家出行。

“2008 年的一个冬夜，我在五股路附
近不慎摔伤，准备先回家取钱再去医院。
正巧路上遇到了潘双林，他自己回家取了
2000元给我。”65岁的谢建生说。

在居民的指引下，记者见到了潘双
林。这个身材消瘦、精神矍铄、戴着一副眼
镜的老人，正在小区门卫室门口修一把雨
伞。得知要采访自己，他摆摆手说：“我什
么也没有做。”

小院里的“潘总管”
潘双林，1985年从西安空军工程学

院离休，1996年主动放弃洛阳市军队第
三干休所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爱人一起
住进九龙台街130号院。

2003年6月，院里的居民和物业公
司因水电费等问题发生纠纷。随后，物
业公司撤离，给 100 多户居民留下了数
千元水电费欠款单。

小院停电半个月，停水通知也贴了
出来。“没人管不行，作为一个老党员，我
必须站出来！”

潘双林开始挨家挨户抄水表、查电
表，把每家的水电费都算得清清楚楚，并
逐户上门收取。最后，水电费还差8000
多元，潘双林自己掏腰包补上了“窟
窿”。他不断找相关部门，一周后，家属
院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此后，潘双林成了小院的“总管”，收

电费、水费、垃圾费他全包。2005年5月，
在潘双林的奔波下，小院进行了水网改
造。去年，小区的电网也改造好了。

10年来，潘双林每天都在小区门卫室
里值班，他不仅主动承担起庭院卫生保洁
工作，还制作了几块黑板，定期更新安全
教育等内容。

采访中，小区居民纷纷表示：“这个
‘傻老头’，是我们小院的骄傲！”

■人物心声：虽然我年纪大了，但只
要还能干就一定会坚持下去。我做的都
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和那些道德模范
相比差距很大，我要做的还很多。

■记者感言：潘双林没有做过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大多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
事，但是他对于居民来说，就像一个大家
庭里爱操心、爱管事的长辈，值得信赖，值
得依托，让人从心里敬重他。

本报记者 王晓丹 实习生 郝盼弟
特约记者 王少峰 文/图

潘双林：82岁的“小区总管”
■人物简介

姓名：潘双林
职业：离休干部、瀍河

回族区九龙台街130号院
居民

最幸福的事儿：尽自
己所能为别人做点事

最遗憾的事儿：没有
去农村当教师

昨日，在偃师市府店镇缑山中学, 缑山校友爱心
助学公益活动举行，50多辆由缑山校友提供的私家
车，将该镇92名考上偃师高中的学生送到学校报到。

本次公益活动由府店镇政府和缑山校友会组
织，该镇还为每名新生送去了慰问金，这些校友则从
郑州、洛阳、偃师三地会集母校。 记者 陈占举 摄

缑山校友爱心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