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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洛阳历史悠久，厚重
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河洛大地，
民风民俗丰富多彩、特色各异，
传承不绝、多有创新。自即日
起，本报开设《触摸特色文化
留住河洛乡愁》专栏，带您走进
特色文化浓郁的村庄，关注文
化基因开花结果，共同留住美
丽乡愁。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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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 春节前夕，市总工会班子成员分组带队到开

元大道市府东街交叉口、开元大道龙门大道交叉口、
关林收费站、洛玻集团龙门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等地，
走访慰问节日期间仍坚守一线的部分环卫工人、交
警、生产工人等职工代表，送上粮油、水果等慰问品，
并为企业送去3万元慰问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原文涛等参加相关活动。

（朱艳艳 张媛媛）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赵燕昌）近日，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与洛阳理工学院、偃师市等合作组建洛阳
分院、偃师分院战略框架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根据相关协议，省社科院洛阳分院、偃师分院将通过
搭建一个整合省、市两级社科研究资源的共享平台，实现
资源互补、合作双赢，打造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
决策的新型智库，成为集学术研究、决策服务、专家智库
等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为促进地方发展提供思想保
障和智力支持。

其中，洛阳分院将发挥合作共赢、联合攻关职能，开展
学术研究，申报国家、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承担省委、省政府
委托与洛阳有关的研究项目，承担市委、市政府委托的研究
项目及其他机构和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开展专业培训等。

省社科院
在洛成立两个分院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杨淑婷）去年我市文
物考古工作收获颇丰：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受理基本建
设考古项目71项，发掘古墓葬1000余座。这是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5年度考古工作汇报
会上获悉的。

除发掘古墓葬外，我市去年还发掘其他文物遗迹
100余处，调查面积80余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2万平
方米，出土历代文物近5000件（套），实施主动性考古发
掘项目16项。

我市去年
考古工作成果丰硕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宋红伟）12日下午，
“河南人回家”洛阳座谈会在洛阳理工学院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60余家河南商会代表、豫籍企业家代表和高校
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本次座谈会由市社科联主办，洛阳市“我是河南人”
文化促进会承办，河南全球各地同乡会榜样精英群协办，
主题为“凝聚乡情，感受温暖”。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原院长席升阳教授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报告》的演
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潜在商机。共青团驻外工作委
员会代表、各地河南商会代表等畅所欲言，畅谈回乡感
受，分享创业经历和经验，互通行业信息，进行资源对接。

洛阳市“我是河南人”文化促进会，是由130余位河
南文化爱好者与39家豫籍企业自愿联合发起的非营利性
社会团体，秉持“有河南人的地方就有正能量”理念，凝聚
河南力量，弘扬河南文化，彰显河南精神，树立河南形象。

“河南人回家”洛阳座谈会举行

叙乡情 言商机

春节期间，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局共同主办了“两岸
一家亲·中原过大年”活动。10日，参与活动的12名台湾
同胞来到洛阳，在参观龙门石窟等景点后，对我市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的风景给予赞扬。他们说，在大陆
过年见识了豫剧、杂技等民间艺术和中华传统民俗，体验
到了浓浓的年味。 记者 申利超 摄

“两岸一家亲·中原过大年”
活动走进我市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四，宜阳县韩城镇
如往常一样在薄雾中迎来清晨。按照农
村习俗，这天要“扫房子”，“红薯大王”张
作帅早早起床，来到自己的粉条加工厂。

春节前是红薯和粉条销售旺季，张
作帅每天都要在城乡之间奔波。即便如
此，他依旧遵从习俗，从忙碌的经营中抽
身，到厂子里来洒扫庭院。厂子虽不大，
但每年从这里销往各地的鲜红薯、淀粉
和粉条价值近2000万元。

“我的一生都在跟红薯打交道。”张作
帅说，小时候过穷日子，生活是“红薯汤、
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后来，日子渐
好，他就在家门口办了个红薯粉条加工作
坊。2012年后，他开始流转土地、兴办合
作社、上马新设备，每年销售、加工红薯
1000万斤，成为当地有名的“红薯大王”。

来到张作帅颇为现代的办公室，各

种匾额和奖状挤满书架。最具含金量的3
块分别是：“全省十大优秀职业农民”“洛
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中原甘薯
产业交流大会‘好吃红薯’评比一等奖”。

先说“全省十大优秀职业农民”称号。
传统劳作凭的是经验，俗话说：“庄

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实则不
然，种地是项技术活。”张作帅说，早年他
开办粉条作坊时，每年种三五亩，亩产一两
千斤，挣不了钱，也赔不到哪儿去。上了规
模后，就不能再走老路子，这两年，为引良
种、学技术，他跑遍了山东、江苏等红薯种
植先进地区交流取经。在市农技推广部
门帮助下，他一边试种新品种，一边探索
新技术，红薯亩产超过6000斤。

不仅如此，张作帅的合作社累计带
动农民 200 多户，发展红薯 1000 多亩。
在他的争取下，全市职业农民培训的红

薯班办到了他的合作社里，先进的种植
理念让合作社农户醍醐灌顶。前不久，
张作帅因技术功底好、带动作用强，被评
为“全省十大优秀职业农民”。

再说“洛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搞农业，小打小闹难成气候，出路在

于适度规模经营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近年，张作帅相继流转土地 800 多
亩，耗资300多万元上马大型粉条加工自
动化设备，并注册了“薯门薯路”商标，形
成集红薯育苗、种植、储存、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链，如今，年销售额近2000万
元，成为本土农企崛起的生动样本。

最后说说“中原甘薯产业交流大会
‘好吃红薯’评比一等奖”。

人们对食物的诉求已从吃得饱转向
吃得好、吃得放心。张作帅深谙这个道
理，只有保证质量安全，才能保证效益回

报。在红薯种植和加工过程中，他都追
求绿色化生产，减量使用化肥、农药，不
添加任何添加剂，红薯和粉条的味道和
品相比起普通产品更胜一筹。“品质好，
价钱卖得上去，自然也不为利润发愁。”
张作帅说。

对于张作帅来说，关于红薯的记忆
是有味道的，从前是生活所迫的涩，如今
是信心满满的甜。从偏信经验到倚重技
术，从小打小闹到规模经营，从粗放生产
到质量安全……其实，从张作帅的身影
中，我们不难透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红薯大王”的产业经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郭新建

一块块从黄河滩里捡来的石头，转
眼间“开出”一朵朵鲜艳的牡丹花，让春
节更添喜庆气氛……大年初二，记者驱
车来到位于黄河南岸的孟津县白鹤镇长
秋村，寻觅这座“石头花村”的年味儿。

行至村口，遇一老者，打听村里造
“石头花”的能人，老者热心指路，不想临
了却话语一顿：“不中！你今天怕是找不
着人，他去会盟的银滩灯会摆摊儿了。
现在村里的黄河石牡丹画名气越来越
大，逢年过节更抢手。”

距离长秋村不到1公里的黄河滩上
躺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黄河石。结
合洛阳独特的牡丹文化，村里的农民画
师在石头上画起牡丹花，形成该村黄河
石牡丹画的特色产业，近年影响范围日
益扩大。正因如此，长秋被誉为“黄河石
画专业村”，还成为 2015—2016 年度河
南省特色文化村之一。

名头越来越响，画师也越来越多。
不怎么费劲，记者又找到了一名画师——
李秋景。

走进李秋景的农家小院，一楼的堂
屋里一家人正围坐团聚。步入二楼的画
室，一朵朵盛开的“牡丹”映入眼帘，使屋
内显得春意盎然。在正对房门的架子
上，摆着精美的黄河石牡丹画，石头的坚
韧质感与牡丹的雍容华贵融为一体，透
着浓郁的乡土文化和艺术气息。“像这样
的黄河石牡丹画，俺村几乎家家都有。”
她笑着说。

起初，李秋景学画既是出于兴趣，又
是为了生计。从2000年起，她便学起了

“姓名作画”，就是用花、鸟、鱼、竹等图案
组成人的名字，跟着丈夫在福建、广州等
地摆摊儿赚钱。2011年，已经回到家乡
的李秋景听说村里要办牡丹画培训班，
便和乡亲们一道欣然报了名。经过一年
的学习，她的画功渐渐被老师们认可，已
可以独立绘画，成了培训班里的成绩优

异者。
“在石头上绘画和在纸上多有不同：

一方面用的颜料不同，是不易脱落的丙烯
颜料；另一方面是地方较小，需要更加精
细。”李秋景说，如今，丈夫在邻近的华阳
产业集聚区企业打工，孩子上初中住校，
每天她忙完家里的活儿就画画，每年能多
收入1000多元。尽管收入不多，但她坦
言，最大的收获是种成就感，“要是一天不
画就会觉得缺点儿什么”。

家家户户摆放着“绽放”于黄河石上
的牡丹花，让长秋村的新年更显文化气
息。眼下，在长秋村，创作黄河石画的村
民约有60户。

该村村委会主任赵占伟介绍，村里
还成立了黄河石画公司，主要实行“公
司＋农户”的销售模式，由农户创作石画
作品，公司负责统一对外销售。逢年过
节，公司便在王城公园、牡丹公园、龙门石
窟等旅游景点展销黄河石画产品。另外，
他们还利用淘宝、微店等网络平台进行推
介营销，如今年销售额超过300万元。下
一步，该村将着力打造“黄河石画专业村”
品牌，带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郝洋/文 梅占国/图

一块块从黄河滩捡来的石头，在农民笔下“开出”一朵朵鲜花——

长秋村：“石上牡丹”开满村

黄河石牡丹画展吸引众人观赏

春节期间，我市各大超市及蔬菜、瓜
果、年货供应点正常营业，价格平稳，市
场供应充足。

图为商品琳琅满目的年货市场。
记者 曾宪平 摄

春节期间
市场供应量足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