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编辑：郭立翔 校对：樊剑辉 首席组版：徐凌凌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本报讯（首席记者 张锐鑫）13日，今年牡丹文
化节经贸活动之一、第三届牡丹之约·全球产业融合
论坛在洛阳师范学院举办。

本届论坛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洛阳市政
府、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联合主
办，围绕“产业智教育”“产业大数据”“产业互联
网”三大主题，以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形式展
开。论坛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电子商
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柴跃延等来自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深入
探讨了产教融合发展中产业立体化人才培养创新
模式，基于产业大数据优化升级传统产业路径，融
合生态发展新趋势、新格局、新规则，如何构造产
业互联网智慧服务生态圈等，为推动全球产业融
合提供了新思路。

同期还举行了产业智教育横向科研项目启动
仪式。项目结合洛阳师范学院学科专业优势，提
供基于“教育资源+产业数据+互联网思维”的一体
化数字云生态教育解决方案，实现教育链、人才
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促进“政、产、学、研、
用、金、创”一体化。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李勇、商务部
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原巡视员聂林海，市领导胡衡庐、
李钢锤等参加相关活动。

第三届牡丹之约·全球产业融合
论坛举办

相约牡丹花城
共叙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13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王琰君带领市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
城市管理等部门负责同志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

王琰君先后察看翠云路输变电站、洛阳卷烟
厂易地技改、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伊滨校区、银隆
新能源洛阳产业园、格力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项
目进展情况，察看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洛阳）有
限公司炫彩曲面手机玻璃生产线，详细询问企
业需要市委、市政府解决的问题。随后，王琰君
主持召开现场调度会，对企业反映的手续办理、
施工组织等问题逐一研究破解之策，要求限期
解决。

王琰君强调，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各级各部门
要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盯项目建设这个“压
舱石”，把心思和精力更多放在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上。要强化手续办理，设立规划、土地、环评等手续

“直通车”“绿色通道”，确保限期办结。要强化工程
建设节点、问题解决节点，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围墙
内企业负责、围墙外政府负责”要求落实到位。要强
化服务协调，坚持问题导向，更多深入项目一线、吹
糠见米、解决难题，以服务高效率促进项目建设大
提速。

市领导程相朝、朱美荣参加督导。

更多深入一线吹糠见米解决难题
以服务高效率促进项目建设大提速

本报讯（记者 李三旺）12日，第37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文化惠民系列主体活动之一——第三届
河洛文化大集开集仪式在洛邑古城举行。

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设“文化旅游商品精品展
区”“万事集展区”“丝路集市”“非遗守艺营”“快闪街
区”“多节点表演互动舞台”6 大板块，汇聚了部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国部分省（市）、相关省辖市
和我市部分县（市）区的150多家文创企业，展示新
时代文化旅游产业成果。大集汇集了各具特色的文
创产品、异彩纷呈的非遗展演、吸引眼球的精品拍
卖、灵动多姿的异域风情等。

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老城区政府承办，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冠名，将持
续至4月16日。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朱建伟、副市长魏险峰
等参加开集仪式。

第三届
河洛文化大集开集

13日，在二广高速龙门站，洛阳高速交警为司
机指路并发放由市交警部门制作的旅游地图。今年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高速交警在临近景区的高速
收费站加强警力部署、服务中外游客，为游客发放旅
游地图方便游客赏花。

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李旋 摄

发放旅游地图方便中外游客

因为她的归来，“两朵牡丹”在洛阳交
相辉映再传佳话。

她还没到场，现场已人山人海，有的
为看她一眼已等了两三个小时；她一到，
大家激动不已，争着上前问候合影。一袭
红衣现身的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戏迷
和群众心目中的“红人”！11日上午，原计
划在剧院举行的马金凤艺术周媒体见面
会，为满足更多戏迷朋友“见马老一面”的
心愿，改在周王城广场举行。面向热爱她
的观众们，这位98岁高龄的豫剧泰斗连连
鞠躬，道出一番肺腑之言：“我是人民的演
员，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到

观众中间去！”
“到人民中间去”，是艺术大师马金凤

毕生的追求。90多年来，她扎根人民、身
体力行，为群众呈现了《穆桂英挂帅》《花
打朝》《花枪缘》等一批长演不衰的豫剧
经典，在河洛大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作为一朵誉满中原的“洛阳牡丹”，
这位老艺术家有着一颗挚爱人民的红
心。一次，剧团在偃师农村演出完毕后
返回城里，山路上遇到两位大娘。大娘
喜欢听马金凤唱戏，听说她到偃师演出，
带着干粮从家追到城里，又从城里追到
村里，却没赶上。“别急，我现在就给您二

位唱！”马金凤当即站在路边，迎着山风
唱起了《穆桂英挂帅》，当“辕门外，三声
炮，如同雷震……”的唱腔响起，“为人民
而唱”的炽热情怀激荡山间，更穿透时
空、深入人心。

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艺术家，文艺
创作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与时代同
行，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走进
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
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
歌唱人民，才能搞清楚为谁创作这个根
本问题，我们的创作才有价值、有意义。

“到人民中间去”，正是对“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生动诠释，说到底，是“大众喜颜
开”成就了“洛阳金凤来”。全市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以马金凤等老一辈艺术家为
标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天职，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
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最优秀的
文艺作品奉献给人民，努力在新时代创
造新成绩。

“到人民中间去”，大有可为，也必将
大有作为！

“到人民中间去”
陈旭照

牡丹文化节现场评

（上接01版）
从1962年到1965年，陈俊武主持设

计了被誉为中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
一的中国第一套年加工能力60万吨的流
化催化裂化装置，使我国炼油工业技术水
平有了飞跃式提高。在后来数十年的科
研中，他为我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的进步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著书立说、育人，他为石油
工业培养了一批批高级人才

1990 年，63 岁的陈俊武从经理岗位
上退休，但仍然精力充沛。他说：“今后我
主要干这些事：著书立说、育人。”

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支持下，他先
后举办过三期中国石化催化裂化高级研
修班，每期三年，为我国石油工业培养了
一批批高级人才。

在高级研修班开班的第一年，陈俊武
先自己主讲，第二年让学员们写作业，学
员们通过在工厂调研，必要时还要增加化
验项目，逐项落实。这本作业有 100 多
页，需要学生们用一年时间来做。写完后
大家交流，由陈俊武批改。

通过在研修班三年的培养，学生们有

理论有实践，还对知识进行了消化吸收。
陈俊武说，他亲自安排工作、审查作业，
还要组织交流，虽然历时长，但能培养出
真正的人才。

鉴于陈俊武院士办高级研修班的成
功经验，2016年，中石化又恢复了办高级
研修班的方式，不仅办了催化裂化班，还
拓展到了加氢、重整、常减压蒸馏研修班。

这三年，尽管陈俊武院士不能亲自去
外地长时间授课，却仍然指导课程设置、
关注教学效果。中石化干部管理学院每
年都组织不同专业的几十名学员到洛阳
聆听陈俊武院士的课。

中国石化科技开发部原副主任徐惠，
是催化裂化高研班第一期的学生。他说，
在陈老师身上，他看到了一位真正的科学
家该是什么样。陈老师当年为他们授课
的时候，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讲研究成
果的同时一定会讲到中间的问题，在讲这
项技术的好处时一定会讲同时带来的限
制。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
度让他受益终生。

中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宫超
说，他是催化裂化高研班第三期学生，20
多年前，是陈老师把自己带入催化裂化的
大门，当时作为一名年轻人，无论自己的

观点多么幼稚不成熟，陈老师从来不摆院
士的架子，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陈老师这
种点亮自己照耀别人的精神，值得每个人
学习。

感谢、无悔和祝愿，他用
三个词回顾并总结一生

在座谈会上，今年 92 岁的陈俊武也
作了发言，他用三个词回顾并总结自己的
一生。

他说，第一词是感谢。他想感谢这个时
代，他把自己取得的成绩归功于这个时代。

“我赶上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年代。”陈
俊武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处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步时期，那时候他
作为一名刚步入新中国国家石油生产企
业的技术人员，亲眼目睹国家的日益壮
大、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使他可以
心无旁骛、专心做学问。

“我赶上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的时代。”陈俊武说，他赶上了国家的科技
春天，1978年，他作为河南省代表团的一
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在那里他听到了时代的重托和召唤。

第二个词是无悔。
“我今生没有一点遗憾是不可能的，

回忆逝水年华，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因
有所为而有所成，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但是总结起来，得大于失，无怨无悔。”这
是陈俊武眼里的事业和家庭。

“我痴心科技追求，使我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孤独者，生命的意义全寄托在没有
生命的分子、原子上，后来我为石化工业
做出了一定成绩，可以说我梦想成真，无
怨无悔。”这是陈俊武的中国梦。

“我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又工作了近
30年，和应该享受的潇洒生活形成鲜明反
差，少了很多天伦之乐。一生未得休闲固
然是有所遗憾，但毕竟是有得有失，在科
学攀登中得到了快乐，得大于失，在耄耋
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作一些贡献，无怨
无悔。”这是陈俊武谈奉献。

最后一个词是祝愿。他祝愿中国石
化早日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能源化
工企业，祝愿石化行业的同志们能够把握
好新时代，努力为国家、为行业、为家庭作
出应有的贡献。

陈院士的肺腑发言，引起经久不息的
掌声，这是大家对陈院士发自内心的敬
意！ 本报首席记者 李砺瑾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智慧）草长莺飞，花开正
好。刚刚过去的双休日，我市各大景区、牡丹观赏园游
客爆棚，迎来客流小高峰。

在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国
家牡丹园、西苑公园等处，各色牡丹连片开放进入盛花
期，各地游客徜徉在牡丹花海，“花容”、笑容相映成
趣。同时，多个牡丹观赏园推出插画展、诗词快闪、手
绘牡丹等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也给游客带来更加愉
悦的赏花体验。

13日，在王城公园内，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鹏教
授和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连夺4期擂主的洛阳才女邓
雅文相约“牡丹诗会”，引来大批市民、游客入园围观。
当日，王城公园入园游客达5.1万人次，创出今年牡丹
文化节以来该园单日接待游客数量新高。14日，这一
数据被再次刷新，达到5.3万人次。

接连两天，记者走访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关林、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发现，除了赏牡丹，到人文景点品

味洛阳历史文化，也成为必点旅游大餐。
牡丹文化节期间，龙门石窟秀丽的风景、悠久的历

史、精美的雕刻展现着无穷魅力，景区内摆放的各色牡
丹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世界各地游客前
来参观。13日、14日该景区共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
旅游团队明显增多。

在洛阳博物馆内，游客满盈。旅游大巴停满了文
博广场停车场。该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在水一方——

《洛神赋图》特展”“拓跋鲜卑与华夏文明的交融”等展
览吸引了众多游客观看。我市不少学校也组织了中小
学生到洛阳博物馆研学。该博物馆每天接待游客均超
过3万人次。

目前，洛阳各牡丹观赏园内中晚开品种已陆续开
放，借助控温、控湿、遮阳等技术手段，我市各牡丹观
赏园精准调控牡丹花期，确保五一期间来洛游客仍
可饱览国色。

记者 张光辉/图

“奶爸”赏花

“花容”、笑容相映成趣

“武皇”游园

景区、牡丹观赏园游客爆棚，双休日我市迎来客流小高峰——

文旅融合发展 催生旅游新气象

“牡丹杯”2019年河南省集邮展览在洛阳博物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