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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杨颖奇）昨日，历时
5天的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在洛邑古城落幕。本届大集
共吸引中外游客近 15 万人次，直接拉动文化旅游消费
800万元。

本届大集以“四区一街一舞台，多节点表演互动”为
总体架构，全面展示了国内外200多家企业的文化旅游
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民间文化等，让游客一

“集”览尽各地特色文化。
开集期间，大批游客纷至沓来。“多节点表演互动舞

台”上，拍卖会、汉服秀、茶道表演让人目不暇接；“非遗守
艺营”内，各地传统非遗文化被展演得淋漓尽致；“丝路集
市区”内，巴基斯坦客商的特色铜手工艺品、伊朗的藏红
花、俄罗斯的特色服饰等，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挑选；

“文化旅游商品精品展区”更是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文
创产品让游客过足了购物瘾。

游客纷纷表示，河洛文化大集节目新颖、内涵丰富，
为洛阳之行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

来洛阳赏花，去哪儿吃、去哪儿住、
去哪儿购物？今年牡丹文化节，借助洛阳
便民电子地图，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昨
日，记者从市创建办获悉，自 3 月 30 日
发布至今，洛阳便民电子地图用户量达
23.7万，点击使用量接近195万次。

“这个地图太好用了，有了它，轻松
玩转洛阳。”昨日中午，游客刘先生和家
人走出王城公园，打开微信中的洛阳便
民电子地图，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洛阳
特色美食。

洛阳便民电子地图是我市旅游、交
通、城市管理等多个部门联合打造的洛
阳旅游必备“神器”，只要打开它，公厕、
城市书房、牡丹园、酒店、美食街、医院、
商场等均可一键精准导航，成功解锁洛
阳的吃、住、行、游、购、娱……

从 3 月 30 日起，我市在各火车站、
机场、高速路口等中心城区主要出入口，
以及公交站亭、工程围挡等处的公益广
告上，增加了洛阳便民电子地图的小程
序码，游客抵洛后，只需扫码便可使用。

截至昨日，该地图已正式上线 18
天，根据系统后台统计，其总浏览量接近
195 万次，用户数量达 23.7 万。“浏览量
是指用户点击使用地图的次数，用户量
是按照点击电子地图的 IP 地址来统计

的。”地图维护工作人员介绍，洛阳便民
电子地图的日均点击量超过10万次，这
一数据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记者注意到，洛阳便民电子地图的
内容每天都在实时更新，除了地图功能，
游客还可以借助它查看每天的牡丹花情
预报和门票优惠信息。如果不知道如何
安排旅游线路，点开“旅游攻略”，还可看
到官方发布的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精
品线路。

除了游客，对本地人来说，这个地图
也是个不错的便民工具。如果您还没用
过，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
角“＋”号，选择“扫一扫”，扫文末的小程
序码（如图）；或直接搜索“洛阳便民电子
地图”，在弹出的页面上，点击“立即授
权”，即可进入地图使用界面。

本报记者 智慧 通讯员 庞晓磊 实
习生 廖雅婷

昨日，1 万份最新版《洛阳市交通
旅游图》，在3个景点向市民和游客免
费发放。

此次发放的《洛阳市交通旅游图》，
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河南省地
图院共同策划、编制，各大旅游景点在
地图上一目了然。该地图还重点推荐
了魅力牡丹游、都城遗址游及 10 条博

物馆之都精品旅游线路，同时配有最新
洛阳高铁旅客列车时刻表等实用信息。

目前，新版《洛阳市交通旅游图》还
有少量剩余。今日，有意愿的群众还可
以继续到洛邑古城游客服务中心、隋唐
城遗址植物园西门、市规划展示馆3个
地点免费领取。

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房良 摄

目前，市区牡丹观赏园中晚开品
种处于盛花期，近郊牡丹园整体进入
盛花期。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 中国国花园
中晚开品种盛花期。园内约有

290 个品种 22 万株牡丹开放。其中胡
红、花王、八千代椿、新七福神等品种盛
开，白雁、金阁、镰田藤、白王狮子等品
种初开。主要赏花点：二乔亭、国色广
场、开元富贵广场。园内蝴蝶鸟语林和
金石文字博物馆免费开放。

■ 国际牡丹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 200 个品

种20万株牡丹开放。其中岛锦、太阳、
芳纪、老君紫等品种盛开，海黄、首案
红、新国色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
华夏园、锦绣园、万芳园和连栋温室。
我市和法国图尔市共建的法式花园已
经开放。

■ 王城公园
中晚开品种盛花期。园内约有

360 个品种 7 万株牡丹开放。其中圣
代、花游、扶桑司、气壮山河等品种盛
开，名望、莲荷、黄冠、绿香球、长寿乐
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甘棠洲、
王城春早和牡丹仙子周边。盆景暨动
物标本展在桥北花房免费开放。第十
一届“王城之春”牡丹插花花艺展正
在展出。

■ 国家牡丹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 500 个品

种22万株牡丹开放。其中麟风、咏春、
新桃园、红辉狮子、胭脂点玉等品种盛
开，胡红、帝冠、藤花紫、红花露霜、红楼
春梦等品种初开。四季牡丹展馆展出
30个品种200盆牡丹。

■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中晚开品种盛花期。园内约有

350 个品种 12 万株牡丹开放。其中花
王、大朵兰、玉芙蓉、玉面桃花等品种盛
开，白神、寿紫、黑龙锦、玉楼点翠等品
种初开。主要赏花点：百花园、科技园、
九色园和特色园。

■ 神州牡丹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 300 个品

种 12 万株牡丹开放。其中黄冠、绿幕
隐玉、乌金耀辉、冠世绝伦等品种盛开，

海黄、黑豹、初乌等品种初开。主要赏
花点：国花坛、精品展示区、四季展馆、
天王台、富贵楼。

三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
■ 洛阳农博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90个品种

4.5万株牡丹开放。其中岛锦、胡红、首
案红、墨润绝伦等品种盛开，初乌、五大
洲、气壮山河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
点：中心园周边和农博大道两侧。

■ 郁金香牡丹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 100 个品

种4万株牡丹开放，品种有芳纪、岛锦、
大棕紫、黑光司、绿暮隐玉等。园内郁
金香连片开放。

■ 天香牡丹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 100 个品

种 1.8 万株牡丹开放。其中十八号、首
案红、锦帐芙蓉等品种盛开，群芳殿、金
玉交章、白鹤卧雪等品种初开。

■ 西苑公园
晚开品种盛花期。园内约有20个

品种1000株牡丹开放，品种有金阁、海
黄、首案红等。

■ 牡丹公园
晚开品种盛花期。园内有 5 个品

种约 500 株牡丹开放，品种有花王、海
黄、新国色等。

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花情
预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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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落幕
5天吸引游客近15万人次

洛阳便民电子地图自3月30日发布以来，已吸引23.7万用户

日均点击量超10万次，游客称赞“太好用”
今日，仍可免费领取新版交通旅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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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满园香 国色邀客来

（上接01版）刘寿荫的父母是留美、留日知识
分子，后来定居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身在国外的刘寿荫内心涌
动着越来越强烈的报国热情。他和家人联系，
说毕业后不想留在美国，也不想去台湾，他想
回到祖国大陆，改变中国农村“二牛抬杠”的落
后耕作方式，让中国用上最先进的拖拉机。

1951年，刘寿荫获得美国奥立冈州立大
学科学硕士学位。正当他准备回国一展身手
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一纸对“红色中
国”的技术封锁禁令，让他的回国梦想遥不可
及。无奈之下，刘寿荫来到美国万国拖拉机公
司，一边担任新产品部设计工程师，一边等待
回国的机会。

1955年，美国移民局突然通知他，可以回
国了！“后来刘老才知道，是美国为了换回朝
鲜战场上的战俘，才同意放他回国。”张迎说。

当时，中美没有空中航线，到日本中转可
能被扣留送往台湾。刘寿荫采取了“曲线救
国”的方式——绕道欧洲。

刘寿荫来到西德奔驰公司位于斯图加
特的重型和农用机械制造厂担任工程师。
在应聘时，刘寿荫特意把合同期定为最短
的一年。

1956年，刘寿荫“作别西天的云彩”，先
在柏林坐地铁秘密从西德来到东德，登上开
往莫斯科的火车，再从苏联回到中国。

火车抵达中国境内的满洲里站时，天空
飘着小雨。走下火车，刘寿荫看到了高高飘扬
的五星红旗，一刹那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

至诚报国，用尺和笔建功
多个“中国第一”

1958年，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还在紧张
进行中。这一年的 7 月 20 日，新中国第一辆
拖拉机披红带彩驶出一拖大门。

然而，这台“手抠出来”的拖拉机，尚未实现
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在一拖即将投产之际，由
于中苏关系交恶，拖拉机制造人才极其短缺。

在美国读过工程硕士，又在万国拖拉机
公司、奔驰公司工作过的刘寿荫，响应国家号
召，来到当时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洛阳。

来到一拖后，刘寿荫被分配到设计处工
作。他和工人们一起，从早 8 点干到凌晨 1
点，晚上集体睡在厂房。没有制造机器的设
备，就自己研究图纸，自己制造。

带着当时世界一流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知
识，刘寿荫为一拖设计了大量装备，帮助设备

调试安装顺利完成。
开起来“嘣嘣”响的手扶拖拉机，是嵌入

国人记忆的“国民拖拉机”。如今已很少有人
知道，这种经济实用、风靡大江南北的手扶拖
拉机的诞生，就有刘寿荫的贡献。

从 1959 年到 1962 年，作为主要设计人
员，刘寿荫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手扶拖拉机工
农-7型的设计定型，使各地统一图纸，在全
国大规模推广应用。

这是真正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款手
扶拖拉机。由于刘寿荫对标当时国际先进水
平进行设计，在田间性能试验中，人们发现这
种拖拉机性能优良、结构精巧、一机多用、燃
油经济，工效比牛耕提高5倍到6倍，尤其适
合路狭桥窄、田块分割、坡陡垄小的广大乡
村，加上物美价廉，深受农民欢迎。改革开放
之后流行大江南北的手扶拖拉机，依然留有
当初工农-7型的影子。

归国后，刘寿荫先后主持或参与设计制
造了新中国第一台履带拖拉机、第一台手扶
拖拉机、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第一台压路机、
第一台665军用越野汽车等产品。在粮食短缺
的年代，“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中国60%的
机耕地作业，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代名词。

无怨无悔，坦言“没有比现在
更好的人生”

张迎告诉记者，2015年，她代表中国一
拖，带着刘寿荫的故事参加国机集团“最美国
机人”演讲，并获得一等奖。在那次演讲之前，
张迎专门拜访了刘寿荫夫妇。

那年90多岁的刘寿荫一头银发，却精神
矍铄。张迎问他，假如留在美国，留在奔驰，或
者去了台湾，会是怎样的另一种人生？

刘寿荫回答，回到祖国大陆，工作生活的
条件虽艰苦，但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
人开上了自主设计的拖拉机。他从来没有觉
得苦，反而觉得幸福。“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人
生！”刘寿荫语气平和而坚定。

作为贡献卓越的专家，刘寿荫和其他专
家一起，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农业装备制造
水平拉近了至少50年。

但他淡泊名利，对国家从来没有提过特
殊要求。1994年退休时，刘寿荫夫妇住在中
国一拖23号街坊一栋老居民楼内。1951年，
刘寿荫在美国已经开上雪佛兰轿车；但在洛
阳，他的代步工具始终是一辆自行车。

退休后的刘寿荫退而不休，返聘中国一

拖继续搞研发，经常到书房中，在设计图板上
工作。在他 77 岁即退休 7 年后，还发明了一
种摆足式推力管结构的新型农用车，并获得
2项国家专利。

刘寿荫内心唯一的遗憾，是父母。1960
年，当他克服重重困难、满怀喜悦到台湾探亲
时，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望着遗像中父母
温和的目光，刘寿荫失声痛哭。

自古忠孝难两全，赤子心肠，唯天可表！
如今，刘寿荫等一拖老一辈“海归工程师”

已成为彰显爱国奋斗精神的标杆和榜样。
因为他们，中国一拖成为国内唯一能够

自主批量生产20马力至400马力全系列轮
式和履带拖拉机的农机企业，让国人端牢“中
国饭碗”；

因为他们，中国一拖研发出了打破进口
产品垄断的动力换挡拖拉机，让中国拖拉机
制造水平赶超世界先进；

因为他们，中国一拖成功收购法国先进
的农机厂，把“东方红”拖拉机卖到全球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同一朵奔腾的浪花，在时代洪流中留下
闪亮的身影。矢志报国、实干创业的刘老，斯人
虽逝，精神长存！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糖画制作 记者 鲁博 摄

昨日，为期5天的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在洛邑古城
落下帷幕。开集期间，异彩纷呈的非遗展演、吸引眼球的
精品拍卖、琳琅满目的异域珍品让人印象深刻，来自国内
外150多家文创企业的特色产品亦让人眼花缭乱。笔者
在赶集过程中发现，“创意”正在成为文创企业和艺人口
中的流行词。

什么是创意？在“汝南麦秆画”技艺传承人胡锦泰眼
里，创意是让传统工艺拥有广阔市场的关键一招。他说，
传统意义上的麦秆画汇集了国画、版画、剪纸等艺术，历
经十几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较高的人力成本和时间
成本，决定着其较难实现价格大众化。如何让传统麦秆画
艺术品从礼品市场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道必须跨越
的关口。对此，他们拓宽视野、转变思路，创造性地将传统
麦秆画制作技艺精髓融入陶瓷瓶、装饰装潢板、饮品吸管
等生活用品，赋予传统艺术新载体、新市场、新活力。

在“洛阳礼物”工作人员看来，创意是让文创产品无
中生有、有中生新的重要法宝。在“洛阳礼物”展位前，一
款融合科技元素的牡丹变色伞不时引来游人驻足观看。
只见工作人员朝伞面上喷一些水，原本颜色暗淡的牡丹
图案随即呈现出紫、红、粉、绿四种颜色，格外鲜艳喜人。
长期以来，市场上围绕牡丹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不在少
数，但普遍存在低端化、同质化、单一化问题。这款牡丹变
色伞，更好满足了游客“把牡丹带回家”的需求，实现了创
意度、观赏性和实用性相统一。

当然，穿梭于文创产品展区，既能看到因富有创意而
备受追捧的场景，也不乏因缺少创意而购者寥寥的情形。
有人说，河洛文化大集不仅是展销盛会，更是一个创意大
展示、大比拼的平台。的确，谁家的文创产品有创意，符合
大众喜好和需求，到大集上逛一逛、比一比便一目了然。
对文创企业和艺人而言，无论是传承运用传统技艺还是
结合使用现代工艺，研发、制作出的产品最终都要拿到市
场上来检验，唯有在“特色”中找到“亮点”，在“亮点”中凸
显“创意”，才能真正使产品成为市场的“宠儿”。

“通过赶集，我们‘赶’出了不足、方向和动力，越来越
懂得创意的市场价值。”一家文创企业的负责人如是说。
没错，在创意上下真功夫，才能赶上消费升级的步伐！

牡 丹 文 化 节 现 场 评

带着创意来“赶集”
张庆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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