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彩杯”第二届创意设计大赛结果揭晓

洛阳原创洛阳原创
““绽放绽放””创意大赛创意大赛

20 日 上 午 ，2014 中
国·洛阳（国际）“三彩杯”
第二届创意设计大赛颁奖
仪式在洛阳会展中心举
行，4 个金奖、20 个银奖、
60 个铜奖等奖项揭晓，洛
阳优秀作品涌现、创新程
度高，成为本届大赛一景。

本届大赛创新评审模
式，引入大众投票，使得更
多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其
中，《蝉（真金刺绣）》《十二
生肖设计》《微耕机造型设
计》和《仓鼠与裁缝》4件作
品获得金奖，《三彩韵花韵
系列》《“白马禅茶”包装设
计》《洛阳云肩瓷盘》《古今
洛阳》等 20 件作品获得银
奖，《帆画洛阳》《牡丹公共
座椅设计》《洛城——拾光
河洛文化创意台历》《今儿
我们结婚——爱在洛阳》
等60件作品获得铜奖。此
外，大赛还评选出最佳组
织奖、最佳宣传奖、最佳团
队奖、最佳设计单位奖、大
赛特别奖各1个。

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比赛主办方自去
年 12 月开始征集作品，截
至今年3月31日共收到来
自全国 10 个省（市）3000
多名作者的2415件参赛设
计作品。在获奖作品中，
洛阳本地原创、蕴含洛阳
地域特色的作品不但占了
很大比例，而且创新程度
较高，反映了我市文化创
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丰富
的人才资源，也体现了我
市文化资源较大的开发潜
力。

市 委 常 委 、统 战 部
部 长、副市长陈向平等参
加颁奖仪式。

牡丹公共座椅设计
第一作者、河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学生刘钥恒介绍，作品是一个以太阳能

为能源来源的多功能城市公共座椅。这个座椅外形在牡丹花的基础上提炼简化，
并参考人体工程数据，符合人们日常坐姿需求，方便人们纳凉休息，同时提供夜间
照明、广告宣传、移动充电等公共服务。

●专家点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人文服务类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城
市人文关怀和文化品位的体现。作品充满现代感，环保实用，同时在设计细节上
融入洛阳牡丹元素，体现了高度的地域特色。

蝉（真金刺绣）
作者洛阳市尚元正天商贸有限公司王丽敏介绍，“蝉”与“禅”音同形

似，“禅”代表的清、静、慈、悲，其内涵包括清心寡欲、沉静专心、以人为本、
慈悲为怀、积德行善等。该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五色黑、白、红、黄、
青为基色，用真金线进行勾勒，翅膀处采用了立体透视的制作工艺，精致
高雅。

●专家点评：作品将现代科技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不
仅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还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在高端工艺
品领域应有较大的市场前景。金奖

洛城——拾光河洛文化创意台历
第一作者、90后洛阳小伙邱爽介绍，这件台历作品巧妙地用12个月份来对应

相关的洛阳景点或文化想象。例如，1月是一年之始，于是用丝路起点地图作为装
饰；3月是春天到来的时刻，而唐朝万象神宫（明堂）是武则天王朝的政治中心，象
征着武则天执政的春天，所以选用万象神宫作为背景；4月是牡丹文化节的节期，
所以采用牡丹背景，等等。此外，作品还包括徽章、书签等衍生品。

●专家点评：作品用流转的时光记录下流传的河洛文化，通过符合现
代审美情趣的视觉符号及文化语言，使观者在感
受耳目一新设计理念的同时，对河洛文化有了深
层次的感知和认同。

洛阳云肩瓷盘
第一作者、河南科技大学学生刘佳乐介绍，作为古都，洛阳在古代长期是全

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的一段岁月里，洛阳云肩刺绣在民间极为盛
行，其辉煌程度不亚于现在仍声名远扬的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以及京绣、汴绣
等。作品借鉴云肩刺绣的轮廓和纹饰，设计云肩瓷盘。由于云肩的款式非常丰
富，因此瓷盘的形态各异，装饰感十足。

●专家点评：云肩瓷盘让洛阳云肩刺绣以另一种艺术形式重新展现在世人
的面前，使人们能够再次认识历史悠久的云肩文化，也让人了解到洛阳刺绣一段
鲜为人知的辉煌史。此外，设计的装饰性和实用性都很强，也适合现代的社会生
活方式。

铜奖

铜奖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

（本稿件图片由作品创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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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有云：“谷雨过三天，园里看牡丹。”刚刚经历谷雨的
滋润，牡丹花枝上挂着露珠，格外美丽。市区晚开牡丹仍在枝
头怒放，一朵比一朵娇艳，一朵比一朵灿烂。高山牡丹也闪亮
登场，邙岭各牡丹观赏园内晚开牡丹品种仍处盛花期。第32届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花期预测预报小组发布最新花情预报。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国家牡丹园
全园有280个品种约16万株牡丹开放。其中，皇冠、海

黄、白王狮子、黑海盗等品种约15万株牡丹盛开；白神、春柳、
紫云仙等品种约1万株牡丹初开。四季牡丹展览馆内有52
个品种150盆精品牡丹展出。

●国际牡丹园
全园有240个品种约18万株牡丹开放。其中，花王、首

案红、豆绿、芳纪等220个品种牡丹盛开；海黄、金阁、公主等
20个品种牡丹初开。主要赏花点在锦绣园、华夏园、万芳园。

●中国国花园
全园有130个品种约6.6万株牡丹开放。其中豆绿、花王、

圣代等品种约5.2万株牡丹盛开；金阁、黑沙堡等品种约1.4万株
牡丹初开。主要赏花点在国色广场、二乔亭、开元富贵广场。此
外，园内东区蝴蝶文化园、金石文字博物馆正在免费开放。

●王城公园
全园有太阳、金阁、胡红等200个品种约5.3万株牡丹开

放。主要赏花点在甘棠洲、牡丹仙子周围。此外，桥北室内精
品牡丹展免费开放，第6届“王城之春”牡丹插花花艺展在园
内明堂举行，郁金香花展正在举行。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全园有海黄、金阁、岛锦、花王、公主等 230 个品种约

6.2 万株牡丹开放。主要赏花点在百花园、九色园、科技
园。此外，精品书画展、植物化石展、摄影展在九色台北侧
免费开放。

●神州牡丹园
全园有200个品种约6万株牡丹开放。其中，黑豹、海黄、

皇冠、花王等品种约5.5万株牡丹盛开；天衣、莲鹤、豆绿等品种
约5000株牡丹初开。主要赏花点在国花坛、牡丹石周围。此
外，四季展厅等处正展出50多个品种2000盆催花牡丹。

三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天香牡丹园
海黄、花王、八千代椿等品种约4000株牡丹开放。
●牡丹公园
海黄、莲鹤等品种约1500株牡丹开放。此外，第32届洛

阳牡丹灯会正在举行。
●郁金香牡丹园
海黄、芳纪、太阳等品种约2000株牡丹开放。此外，园

内晚开品种郁金香进入盛花期。
●西苑公园
金阁、海黄、豆绿等品种约800株牡丹开放。

本报记者 高峰

洛阳春雨湿芳菲
山中牡丹别样娇

■嘉宾介绍
李毅超，洛可可设计集团副总裁兼深圳洛可可工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洛可可设计集团是一家专注于为客户提升产品
影响力的创新设计集团，主要为知名品牌以及发展中企业提
供产品设计、品牌设计等，在业界享有较高知名度。

■嘉宾讲述
“创意是水，能渗透到各个行业。”在“洛阳与世界对话”中

原文化创意产业论坛上，李毅超与我市大学生、企业界代表等
分享了自己对创意产业的看法。他认为，研究人们新的生活
方式，把创意与文化、农业等产业紧密结合，将产生不可估量
的新价值。

李毅超说，洛阳文化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相对不足。如
何开发文化资源的衍生品，如何把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紧密
结合，让现代人的感受与凝固的历史相结合，这些都是急需解
决的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是在文化产业中加入更多创意元素，让传统文化适应现
代生活。如在龙门石窟附近开主题酒店，在互联网上开设更多
与龙门石窟有关的栏目，采用先进技术对石窟佛像进行展示等。

二是让文化产业能够看得见。要对洛阳历史文化进行研
究，提取文化元素，打造符合洛阳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
进行文化及旅游衍生品设计开发和销售。

三是文化产业要注重互动性。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首先
要以旅客的眼光、心态去筛选和确定有特色的主题，深入挖掘
文化产业内涵，并注重旅客的体验，把科技、文化和设计相结
合，开发体验式旅游产品。

农业如何与创意相结合？李毅超认为，创意农业用文化元
素提升农业产品的附加值，把科技和人文要素融入农业生产，
让人们不仅可以品尝到农产品，更能体验创意农业带来的无穷
乐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要充分挖掘具有洛阳特色的产
品，把创意和农业发展相结合，让农业也具有时尚气息，如市场
上有拇指大小的袖珍西瓜，有刻着“爱”的心形创意西瓜，等等。

同时，创意农业要与其他产业相结合，比如与文化业、服
务业等融合、创新。把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有效嫁接，使传统
的功能单一的农业成为现代时尚创意产品的载体，发挥引领
新型消费潮流的多种功能，市场前景广阔。

李毅超表示，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此次
来洛阳，希望和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培养更多“创意人才”。

本报记者 高峰

李毅超：
创意，助力产业增值

花情预报花情预报

嘉宾看洛阳嘉宾看洛阳

昨日，在中国国花园内，刚刚绽放的芍药
花和晚开牡丹争艳。

今春，该园采取覆盖薄膜等措施，使26个品
种的芍药提早开放。游客们赏完牡丹看芍药，感
受另一番美景。

记者 梅占国 特约记者 邵安领 摄

争 艳

▲

日前，十几名来自汝阳县三屯镇秦岭小学的留守学生和老师一
起，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工作人员带领下踏春赏花，领略牡丹的独
特魅力。近年，该园多次邀请山村学生在牡丹文化节期间赏花游
园，为他们送上浓浓关爱。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安瑞云 摄

▲昨日，在洛阳国际牡丹园内，摄影爱好者
正在拍摄牡丹。

目前，该园牡丹进入盛花期，全园金阁、海
黄、白王狮子等200多个品种牡丹开放。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王亚辉 摄

爱 拍

关 爱

昨日上午，来自我市金雨点启智中心的学生，在家长和老师
的陪伴下，在王城公园里赏花。

王城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园共有海黄、七福神、金
阁等200个品种约5.3万株牡丹开放，主要赏花点位于甘棠洲、
牡丹仙子两处。另外，王城公园花展房已免费开放。

记者 潘郁 苏楠 特约记者 乔丽娜 摄

国花有约

国色天香

隋唐春色

王城花情

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