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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李文朝和河南诗词学会会长何广才为偃
师颁发“中华诗词之乡”“河南诗词之乡”
奖牌，这是继“中国书法之乡”之后，偃师
的又一张文化新名片。

最早的“中国”
自古就是诗歌之乡

偃师市位于洛阳盆地，北临黄河，
南屏嵩岳，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曹
魏、西晋、北魏等 7 个朝代在此建都，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国”，也是中华文
明主要发祥地之一。作为七朝古都，偃
师市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中 华民族的诗歌史从河洛大地开
始。夏代《五子之歌》中说，“民唯邦本，
本固邦宁”——最 早 的 民 主 理 念 诞 生
在这里；歌颂商汤祷雨的《桑林》、伯夷
叔齐隐居首阳山所唱的《采薇歌》，以
及《诗 经》中 多 篇 著 名 诗 篇 诞 生 在 这
里；东汉的五言诗、乐府诗发轫于此；
魏 晋 时 期 的“ 三 曹 ”父 子 、建 安 七 子 、
竹 林 七 贤 等 活 动 的 核 心 区 域 在 这
里。东汉时期，蔡伦在这里改进了造
纸术，让诗歌的传播更为便捷。2015

年 11 月，《诗词歌赋》4 枚特种邮票选
择偃师作为首发地。古都偃师，这块
被诗词歌韵浸润几千年的土地，在中
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几千年来，文脉诗韵一直激励着
偃师后人。近年，偃师市相继成立了
洛阳市洛神诗词学会、河南诗词创作
研究会洛阳分会、大河诗刊社偃师分
社，成功举办了新年迎春诗会、余光中
中原文化寻根行偃师诗会、纪念抗战
胜 利 七 十 周 年 诗 歌 朗 诵 会 等 朗 诵 活
动，尤其是成功主办了 3 届全国原创
诗歌大赛，使“诗圣故园”、七朝古都的
美名传扬天下。偃师市还涌现出包括
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企业家在
内的大批诗词爱好者，创作的古体诗、
格律诗、词及现代诗百花齐放。洛阳
市 洛 神 诗 词 学 会 名 誉 主 席 郭 玉 森 的

《岁 月 妙 曼》《洛 水 情 思》两 部 诗 集 相
继 出 版 ；中 青 年 诗 人 李 红 军 、韩 荣
欣 、杨 建 乐 、常 景 周 相 继 出 版 了《赤
子 还 乡》《流 淌 在 心 灵 上 的 歌》《偃 师
历 史 七 言 歌》《山 水 自 然 千 秋 诗》等
诗集；中老年诗人杨福茂等组建杜甫
诗 社 ，结 集 出 版 诗 集《首 阳 诗 雨》；诗
人 董 进 奎 ，凭 借 组 诗《春 光 陷 于 舌
尖》荣 获 第 五 届《中 国 作 家》郭 沫 若

诗歌奖，成为河南省首位获此奖项的
偃师诗人。

以诗词为媒
叫响偃师文化品牌

自2015年以来，偃师市大力实施“文
化强市”战略，以创建“中华诗词之乡”为
契机，不断提升诗词文化教育普及水平，
整合现有资源，激发内在活力，在偃师营
造了爱好诗词、学习诗词、创作诗词的浓
厚氛围。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偃师市把“中华
诗词之乡”创建工作作为争创全国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专门成立创建

“中华诗词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制订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实施方案，
按照筹备、申报、验收 3 个阶段制订创建
工作计划。在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
领导和协调下，洛阳市洛神诗词学会和文
联、作协、楹联协会等单位积极投身创建
工作。

偃师市以“八进九有”为载体，以诗
词为媒，着力叫响偃师文化品牌。“九有”
即有创建部署、组织领导、专业诗社、诗
教计划、活动场所、创作基地、创作团队、
诗词长廊、经费支持。偃师市林业局在

首阳山森林公园建成歌咏偃师的诗歌石
刻长廊，增添了公园的魅力和情趣；顾
县镇利用白云居民俗博物馆，把毛泽东
诗词全部刻石，建成了毛泽东诗词长
廊。目前，偃师市建成诗词活动场所
30 余处，建设各类诗歌长廊 10 余条、
各类创作基地 5 个。“八进”即开展诗词
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村镇、进社
区、进广场、进军营、进景区。偃师市先
后成立诗社、文学社近 30 家，发展诗歌
及文学爱好者 5000 多人，开展各类“八
进”活动百余次，群众参与各类诗词活
动 2 万余人次。与此同时，偃师市 159
所市管学校（教学点）和 100 余所民办学
校普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诵读经典古
诗词活动，努力打造诗香校园、书香校
园、和谐校园。偃师市还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经常性开展主题突出、内
容丰富、特色鲜明的诗教活动，在全社
会形成了学诗、爱诗、写诗、吟诗、背诗
的热潮。

在创建过程中，偃师市涌现出一批先
进单位，对创建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动作
用。在“中华诗词之乡”授牌仪式上，顾县
镇等先进单位分别被授予“诗词之乡”“中
华诗教先进单位”奖牌。

（黄伟伟 李向阳）

“中华诗词之乡”，偃师又添新名片

日前，位于偃师市产业集聚区的首个
省级摩托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式
揭牌投用，让偃师市在制定修订行业标
准、技术认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当日，国家摩托车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服务站、国家摩托
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西安）服务站
同步揭牌投用。

偃师的三轮车产业集中在河南省首
批 180 家产业集聚区之一的偃师市产业
集聚区内。在总面积 5.4 平方公里的三
轮车新能源车园区，已构建起以三轮摩
托车及电动交通工具为主的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共集聚整车企业 30 余

家、零部件配套企业 150 家，年产能达
180 万台；园区三轮车及零部件产业集
聚度在90%以上，已形成零部件“半小时
及时供应圈”，吸引了大阳、大运、隆鑫、
珠峰、长江、五羊、建设、轻骑、比亚乔、万
虎、银钢、大河、华鹰等国内知名品牌厂
家在偃师设立生产基地，这里成为全国
较大的三轮摩托车产销基地之一，被誉
为“中国三轮车之都”。

在三轮车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偃
师市也面临着不少制约发展的瓶颈问
题。大志公司负责人介绍，三轮摩托车
每年都要进行样品检测，以往需要将抽
取的样品送往西安或者天津的质检机构

进行检测，前后耗时 1 个月，影响产品推
向市场的进度。为助推三轮车产业发
展，偃师市于 2014 年开工建设河南省摩
托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并与
国家（西安）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天津）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国家级摩托车检测机构合作，致力于搭
建检测、研发、培训平台。

作为全省首家投用的省级摩托车检
测平台，河南省摩托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是集质量检验、标准制定、咨询培训、
质量仲裁等功能于一体的燃油发动机摩
托车、电动摩托车质量安全综合检测基
地，拥有大型检验设备18台、整车试验室

2 个、零部件试验室 11 个，可开展燃油发
动机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助力车、全地形
车及其发动机、后桥、减震器、灯具、锁具
等基本摩托车所有零部件的检验检测，检
测项目超百项，基本能够满足偃师市及周
边地区三轮车生产企业检测需求。

省级摩托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的投入使用，对于服务偃师三轮车产业发
展，保障质量安全，促进转型升级等都将
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必将成为我省及
周边地区三轮摩托车和电动车技术创新、
质量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和质量保障服
务平台。

（黄伟伟）

省级摩托车产品质检中心在偃师揭牌投用

4月27日，洛阳市委党校流动党课走进偃师市
大口镇。洛阳市委党校教授王红星结合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从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完善党内监督等方面为该镇全体机关党员授
课。这是该镇通过与洛阳市委党校“联姻”，借力“基
层党建学习年”活动，着力打造学习型党组织采取的
重要举措。 （王雷 赵振虎）

洛阳市委党校
流动党课走进大口镇

日前，偃师市“蓝天卫士”监测系统151个站点
全部建成，覆盖13个镇（街道办），实现禁烧监控无
盲区、全覆盖。该系统依托河南移动公司与华为
公司联合开发的“千里眼”视频监控平台，通过在
通信发射塔顶安装的 360 度可旋转高精度摄像头
实现实时监控。该系统预计5月中旬试运行，届时
将由人防转变为“人防+技防”，依靠科技力量实现

“精准”禁烧。 （石丹婷）

“蓝天卫士”
助力“精准”禁烧

4月28日，为期3天的偃师市第十二届离退休
职工运动会落下帷幕。来自偃师市各条战线的43
支代表队 800 多名离退休职工参赛，展开乒乓球、
门球、象棋、柔力球、武术等11个项目的角逐，对推
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
届运动会共评出一等奖 12 名、二等奖 14 名、三等
奖15名。 （靳琼琼）

第十二届离退休职工
运动会举办

4月26日，为期20天的偃师市第四届“墨韵西
亳”书法篆刻作品展开展，吸引了广大书法爱好者前
来观看。本届作品展由偃师市委宣传部、文联、书协
及商城博物馆联合主办，主办方共收到作品300多
件，选出作品100件，评选获奖作品30件，还设立了
最具功力奖、最佳创意奖和最具潜力奖。（靳琼琼）

第四届“墨韵西亳”
书法篆刻作品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