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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美术鉴赏》校本教材的
面世，也引发了我市教育专家、学者的
反思。

毋庸讳言，在升学竞争的巨大压力
下，当下的教育其实是把大量精力放在
知识性的积累上。学生在无可选择的
竞争中，几乎成了容纳知识的“硬盘”。
学科知识的积累，固然是一个人成才的
必要条件。但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
是不能忽略感性的培养的。

一位专家说，虽然我国的中学生在

各类国际知识性竞赛中屡获大奖，但
总是出不了世界顶尖的科学人才，这
一反差现象很值得深思。“也许，不是
我们的‘硬盘’不够大，而是我们的‘软
件’不够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写《河洛文化·
美术鉴赏》这本适用于洛阳市中学阶段
素质教育的美术教材，其实就是对教育
短板进行的一次有益补充，就是对素质
教育这个“软件”的一次加强。这大概就
是《河洛文化·美术鉴赏》要达到的目的。

这些“优待”外地老人可以享受

■70岁以上可免费乘公交
71 岁的王桂花长期跟女儿在洛阳居住，看

到一些老人拿着老年公交卡便可免费乘车，很
是羡慕，不知自己能否办理。

市公交集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洛阳本市户
籍或长期在洛居住的 70 岁以上老人均可办理。
长期在我市居住的外地老年人，须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及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1张并交纳乘车
意外伤害保险费10元，到社区集中登记造册、预
约办理。

■市区景区（点）和公园，凭身份证可获免票
或半价优惠

记者走访了市区公园和景区（点）发现，王城
公园动物园，70 岁以上（含 70 岁）老年人凭身份
证实行免票政策，对60岁以上（含60岁）老人凭
身份证等证件实行半价，对外地人同样执行。在
牡丹文化节期间，王城公园对外地老人同样执行
以上门票优惠政策。

龙门石窟，70岁以上中国老人（含港澳台居
民）凭有效身份证件享受免票，老年人可凭身份
证在景区售票处换老人票，60 周岁至 69 周岁中
国老人（含港澳台居民），凭个人身份证购买半
价票。

同时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家、省
游览参观点门票优惠政策，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
的游览参观点对70岁以上（含70岁）老寿星、残
疾人凭证件实行免票；60岁以上（含60岁）老人
凭证件实行半价。

另外，市民政局老龄办相关负责人称，长
期居住在我市的外地老人，也可办理优待证，
需携带本人身份证、2.5 厘米近期免冠照片 1
张以及辖区派出所开具的暂住证明（满 1 年
以上）。

此外，洛阳博物馆、市美术馆、市科技馆、市图
书馆、市文化馆等单位，也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可享受多种养老服务
针对外地老人享受的养老服务，市民政局老

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外地老人完全可以享受日
间照料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

同时，外地老人还可以通过12349居家养老
服务呼叫网络信息平台以及洛阳市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获得医院急诊信息、知名医师信息、生活服
务价格、家政等服务。

广度和深度需要扩展

我市本地老人享受的各项优待政策外地老
人大多可以享受。但高龄补贴、社区体检医疗
及报销等“优待”多半“打折”。

2011 年 3 月 10 日出台的《洛阳市城市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服务包实施方案》指出，
每年各社区要为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每年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
案，进行血脂、血糖和血流变三项检测各一
次，腹部普通 B 超一次，心电图一次和胸透一
次。

记者走访多个社区发现，常住我市的外地
老人目前还不能享受这一惠民政策。此外，高
龄补贴仅限本地户口老人发放，外地老人不能
享受。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也仅限本地户口
老人。

对于外地老人在我市享受的“同城优待”问
题，记者采访了长期致力于养老课题的洛阳理工
学院社会科学系青年学者卢守亭。

他认为，打破户籍壁垒，建立不分年龄、人人
共享的适度普惠型老龄福利社会。外地老人享
受“同城优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
市城市精神的体现。我市在“平等”“普惠”方面
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彰显了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
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同城优待”的广度和
深度尚需进一步扩展和加强，这就要充分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有效调动企业组织、民间团体的积
极性，推进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这样才能真正实
现“同城优待”。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外地老人
洛阳“同城优待”

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
定，对常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外
埠老年人实行同等优待原则

从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规定，对常住在本行政区域
的外埠老年人实行同等优待原
则 。 其 实 ，1996 年 、2000 年 、
2006 年、2008 年，我市先后 4 次
以市政府文件形式出台了一系
列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使我
市的老年人优待工作走到了全
省前列。目前，外埠老人最关
切的“同城优待”是哪些？对
老年人的“同城优待”落实的
怎么样？

我市中学生美术教育的第一本校本教材
《河洛文化·美术鉴赏》出版

“走进”美术教材的幕后
本报记者 赵志伟 文/图

这两天，洛阳教育界迎来了一件喜事：洛阳市
中学生美术教育的第一本校本教材《河洛文化·美
术鉴赏》由河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70
余页、图文并茂的《河洛文化·美术鉴赏》是在什么
样的背景下出版的？在编写这本教材的过程中发
生过哪些故事？它的出版对宣传河洛文化有何重
要意义？

翻开《河洛文化·美术鉴赏》，一个
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映入眼
帘——从仰韶文化原始彩陶，到东汉
多姿的杂技俑；从“天下第一都”二里
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到造型质朴的
洛阳兽面纹方鼎；从封存千年的卜千
秋墓壁画，到“穷丹青之妙”的画圣吴
道子；从盛世极品唐三彩，到雍容华贵
的牡丹装饰；从佛教首传中国的释源
白马寺，到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从
林庙合祀的关林经典建筑群，到王铎
故居……河洛美术史迹源远流长，自
成体系，以其丰富、经典的艺术形象，
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重要的
载体和见证。

美术教学岗位从教多年的宋新喜
是《河洛文化·美术鉴赏》的主编。宋
新喜认为，新的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往
由国家统一编撰教材、管理课程的单
一模式，确立了国家、地方、学校共同

进行课程管理的新政策。在这一大背
景下应运而生的地方教材、校本教材，
就成为国家教科书的重要延伸和有益
补充，更成为素质教育的积极探索和
主动尝试。

这本集纳了 16 个课题的校本教
材，筑起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向美
术课程资源转化的桥梁，希望以用
学生身边喜闻乐见的艺术题材，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良好的教
育教学效果。

河洛文化之光首次完整、系统地
“照进”中学美术教材，其意义自然非
同一般。

对此，河南美术出版社资深编辑
尚晓周点评道：《河洛文化·美术鉴赏》
把艺术与乡情一并奉献给洛阳的地方
教育，为洛阳的中学课堂补上一门地
方文化的知识课、乡情课，让洛阳的孩
子们更加“知我家乡，爱我家乡”。

说起河洛文化“走进”美术教材，
就不能不提7年前的一场专题讲座。

2006 年 11 月，河南省教研室在
洛举办“全省中小学美术教师优质
课展示活动”。活动期间，市 22 中
教师宋新喜作的一场题为“河洛文
化之光——中国古代美术鉴赏”的
专题讲座引起轰动。

“美术课还可以这么上？”“没想到
河洛文化中的美术遗存这么多？”宋新
喜用多媒体形式介绍的龙门石窟、墓
葬壁画和生动的陶俑、华美的唐三彩，
彻底征服了与会教师，这个讲座，也成
为整个活动的最大亮点。

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宋新喜意识
到，专题讲座的成功，可以转化为一个
契机。

说干就干。在学校领导的支持
下，宋新喜带领市 22 中的美术教师，
以国家教材为参考，结合教学实际，开
展了以河洛文化中的美术欣赏为主要
内容的拓展性课题教学研究。

两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果
实。2009 年 6 月，省级课题《河洛文
化之光·中国古代美术欣赏》顺利结
题，并荣获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

课题一等奖。
获奖并不是目的。宋老师的团队

“乘胜追击”，在教研课题的基础上进
行改编整合，历时半年编写出市22中
学《河洛文化之光·中国古代美术欣赏
教案集》。全新的教案在高一、高二年
级的美术鉴赏课上“一炮走红”，受到
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市 22 中的教学实验，引起洛阳
市教育局美术教研室的关注。为什
么不能以此为基础，将国家教材与
地方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编写一
本具有咱们洛阳文化特色的美术校
本教材？

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教研
室从全市中青年教师中选拔骨干，成
立了由宋新喜任主编，马莲花、汤继
承、王海燕、付震宇、吴林、米建丽、章
代明、焦永红等 9 名教师参与的教材
编写组。

编写组对河洛地区的文化艺术资
源开展了更加详尽的收集、整理、分
析、筛选，最终设计出了适合学生学习
的教学内容，打造出了洛阳市中学生
美术教育的第一本校本教材《河洛文
化·美术鉴赏》。

教材编写过程虽然艰辛且枯燥，但
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在确保教材具有知识性、可读性和
趣味性的前提下，主编宋新喜又给编写
组定了一条“规定”：凡是文稿中拿不准
的知识点，一定要查阅原始资料或请教
相关专家、学者审阅把关，绝不能有一
丝一毫的差错。

教材编写第一稿，在《导言》一课里
有这样一句话：“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
称洛阳为‘中国’，所谓‘山河拱戴，形胜
甲于天下’指的就是这里。”

我市一著名河洛文化学者看后
给予纠正，指出：“拱戴”一词不够准
确，应是“控带”。大家上网查询后得
知，清朝的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
要》中记载：“（府）河山控带，形胜甲
于天下。”

在编写《陵墓雕刻》和《壁画》等中
国古代丧葬文化的章节时，洛阳古代艺
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对原稿中“视死
如生”一词做出指正：“视”字不准确，应
为“事”字。《荀子·礼论》载：“丧礼者，以
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
死如生，事亡如存。”

宋新喜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严
谨态度，才使得我们的教材编写尽可能
少些失误。

为了减少失误，老师们的足迹一次
次印在巩义、洛宁、新安、孟津、栾川、灵
宝等县市的崎岖山路上，他们对古河洛
地区的民居建筑一次次深入考察，掌握
了大量第一手的木雕、砖雕、陶雕及铜
铁铸工艺的资料。而这一切，都是为了
让《建筑雕塑艺术》一课的编写更完美
无瑕。

在教材中《门的艺术》一课里，选用
了一幅宋新喜拍摄的洛宁县丈庄村原
程总兵府的门头照片。为了拍好这张
照片，年近六旬的宋新喜曾3次走进丈
庄村，他的认真劲儿，深深感染了编写
组成员。

一位年轻教师回忆说：“老宋原先
选的照片中，门上的对联少了半副，且
构图稍微不正，他总感觉是个缺憾，于
是就一次次往洛宁跑，直到拍出了令自
己满意的照片。”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这句诗，也许是《河洛文化·美术鉴
赏》艰辛“出炉”的生动写照。

河洛文化之光“照进”美术教材

一场专题讲座引发的课题研究

崎岖山路上留下“求真”的脚印

对教育短板的一次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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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

河洛地区普通四合院式的大门可
分为屋宇式和墙垣式两种，屋宇式大
门级别要求高于墙垣式大门，屋宇式
大门又根据门柱位置不同，又分为广
亮门、金柱门、蛮子门和如意门，这些
大门中广亮门的级别最高，住在屋宇
式大门中的主人，或是在朝为官，或社
会名流，或为富商巨贾。墙垣式大门
是四合院中级别较低的，居住在这种
四合院的大多是一般的老百姓，虽然
主人的财力、爱好有所不同，对门也都
尽量做些简单的装饰。

■广亮大门 这种门把大门门扇安
在中央脊檩之下的中柱间，大门里外形
成面积相等的门洞。

■金柱大门 这种大门的外形与
广亮大门一样，金柱大门的门扇安在
外金柱（檐柱之内的立柱称金柱）之
间，大门外的门洞小于门里的门洞。

■蛮子门 这种大门也是单独的
一间房屋，高出于倒座房之上，不同
于金柱大门的是，蛮子门的门扇之间
安放在檐柱上，门外没有门洞。

这三种大门都为一开间，为了显
现门第的不同，当官的人家还会在大
门框上，顶瓦之下加上两件装饰物叫
做“雀替”和“三幅云”。这两件东西本

是木结构的部件之一，但它的有无标
明了官民之别。

■如意门 这是一种不足一间的屋
宇式大门，其特点是在门的外檐柱之间
加砌一道砖墙，墙中间开一道小门。

■随墙门 这类大门的特点是它不
是独立的屋宇，而是在住宅院墙上开门
并在门上稍做处理。

■垂花门 垂花门位于院落的中轴
线上，是沟通内外院的门，俗称二门。
其造型是前檐柱不落地，垂吊在屋檐
下，下面的柱头做成吊瓜的形式悬于梁
头之下。 （志伟）

《河洛文化·美术鉴赏》选摘——门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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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材一般是指以
校长和教师为主体，对教
学内容进行研究，并共同
开发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
与学素材，作为校本课程
实施的媒介。

名词解释

金柱大门

教材主编宋新喜在收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