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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洛阳
成功举办，人们从中了解了捷克如何促进文化遗产
发展，了解了波兰完善的历史遗迹保护体系，了解了
立陶宛对建筑遗产恢复生机的探索……围绕“文化
遗产与城市发展”主题，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嘉宾分享
经验、贡献智慧，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唱响了中国-
中东欧国家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主旋
律。诚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所说，文化遗产国
际合作是“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中外
人文交流的“动车组”。

时至今日，“一带一路”早已把中欧两大文明连
接了起来，让亚欧大陆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
信仰的人们携起手来，走上了文明共荣的美好生活
道路。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共同创建的合作平
台，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是深化“16+1合
作”的创新举措，人们期待能挽紧臂膀，以共同体的
方式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让文化遗产
论坛成为跨国家跨区域对话协商和友好合作的创新
典范。

洛阳是文化遗产大市，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项
（6处），尤其是分布在洛河沿岸的二里头、汉魏洛阳
城等7处大遗址，密度之高、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
长，在世界范围内极为罕见。如何扎实做好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工作，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彰显洛阳
担当，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对外交
流互鉴贡献力量，是一道不容回避、必须答好的重要
课题。

多年来，我市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互促
共荣中探索出了不少有益经验。比如，注重规划引
领，完善保护机制，我市曾于20世纪50年代开创了

“避开老城建新城”的“洛阳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
初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城市建设必须先考古发掘、后
动土施工”的文物保护模式；进入“十三五”以来，科
学编制了全市域文物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划定文
物保护“紫线”，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
等“多规合一”，让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活起来、走出
去，为中外人文交流的“动车组”注入了强劲的“洛阳
动力”。

今天，透过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我
们看到，作为跨地域的遗产保护平台，它在让我们分
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将促
使“一带一路”开出更多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璀璨
之花。正如波黑民政部副部长苏瓦德·扎菲奇代表
中东欧国家致辞时所说，“我坚信，我们将会在未来
继续开展成功的合作，为增进我们的友谊、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助力中外人文交流的
“动车组”

万晓阳
市内牡丹观赏园晚开品种进入盛花

期，部分近郊牡丹园仍处盛花期。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如下：

■ 国家牡丹园
全园盛花期。园内约有450个品种22

万株牡丹开放。其中寿紫、麟风、八千代
椿、新七福神、红辉狮子等品种盛开，海
黄、帝冠、白王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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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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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连鹤、首案红、楼兰美
人等品种盛开，海黄、花竞、长寿乐等品种
初开。主要赏花点：华夏园、锦绣园、万芳
园和九色园。我市和法国图尔市共建的法
式花园开园迎宾。

■ 王城公园
园内约有 240 个品种 5 万株牡丹

开放。其中合欢娇、夜光白、海棠争润
等品种盛开，麟凤、初乌、阿房宫、明石
泻等品种初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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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园内约有280个品种10万株牡丹开

放。其中百花选、翁狮子、锦绣球等品种盛
开，海黄、西施兰、丹景红等品种初开。主
要赏花点：百花园、科技园、九色园和特色
园。百花园紫斑牡丹盛开。

■ 中国国花园
园内约有180个品种10万株牡丹开

放。其中海黄、花王、五大洲、御所樱等品
种盛开，金阁、玉镰、黑沙堡、新七福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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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时装周本周
末在西大门内广场举行。

■ 神州牡丹园
园内约有380个品种8.8万株牡丹开

放。其中芳纪、黑豹、初乌、绿幕隐玉等品
种盛开，春柳、垂头蓝、天鹅骄子等品种初
开。主要赏花点：国花坛、天王台、新品种
展示区和四季展馆。

三星级牡丹观赏园花情如下：

■ 天香牡丹园
园内约有100个品种1.8万株牡丹开

放。其中花竞、日向、俊艳红等品种盛开，
海黄、乌金耀辉、冰罩蓝玉等品种初开。

■ 洛阳农博园
园内约有140个品种5.4万株牡丹开

放。其中岛锦、首案红、葛巾紫等品种盛
开，豆绿、花王、绿香球等品种初开。园
区东侧钢架棚下 30 余株百年紫斑牡丹
树开放。

■ 郁金香牡丹园
园内约有80个品种3万株牡丹开放，

品种有日暮、岛锦、海黄、连鹤、首案红、五
大洲、绿暮隐玉等。园内郁金香连片开放。

■ 西苑公园
园内有金阁、海黄等品种400株牡丹

开放。
■ 牡丹公园
园内有海黄等品种200株牡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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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开品种次第绽放 海黄豆绿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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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公园海黄牡丹等盛开 记者 张光辉 摄

畅游花海
连日来，在中国国花园不少游客与牡丹花合影

留念，这里的二乔、洛阳红、海黄等品种牡丹，进入
最佳观赏期。

记者 高山岳 通讯员 邵安令 摄

连日来，在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游
客服务中心，购买门票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今年牡丹文化节，我市推出县（市）区赏花
联动活动，游客凭市区牡丹园、龙门石窟、
白马寺、天堂明堂景区门票可享受县（市）
区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吸引了更多游客到
县域旅游，有效带动了县域旅游升温。

“我们出示了前一天去中国国花园的

门票，在这里买票享受到了半价。”市民李
秋燕高兴地说，这次外地朋友来洛，她安排
了市区赏牡丹和郊县山水游，5个人仅门票
就省了200元，牡丹文化节越来越惠民了。

据统计，4月1日至15日，龙潭大峡谷
景区接待游客59481人，同比增长11.5%。

栾川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县（市）区赏花联动活动启动后，

栾川县针对洛阳地接旅行社，推出了老君
山、鸡冠洞、重渡沟 3 个精品景区“门票+
住宿”特价活动。县内其他各景区也积极
响应，策划活动吸引游客。比如，陶湾镇康
养小镇通过举办骑行大赛，上个双休日游
客接待量近3万人。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县（市）区赏花联动活动开展以来，各

县（市）区依托各自文化旅游资源，推出了
孟津小浪底樱花节、汝阳杜鹃花节、洛宁
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和槐花节、新安黛眉
山登山比赛等20余项各具特色的文化旅
游活动，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旅游产
品，各县（市）区游客接待量均有不同程度
增长，县域旅游呈升温趋势。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周亚伟

市县联动带动县域旅游升温

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您见过满园牡
丹绽放的盛景吗？昨日，记者在王城公园看到，阳光下，
数不清的牡丹花瓣如赤霞般光彩夺目，金黄色的花蕊在
花朵映衬下犹如烛光灿烂耀眼，正如白居易诗中所描绘
的一般。

进入4月中旬，王城公园内中晚期品种牡丹陆续开放，
全园进入盛花期，走在园中，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一园花开半城春色。只有亲眼看过牡丹，才能真正
感受到这句话的意境。根据最新花情，王城公园现有 5
万余株牡丹开放。眼下，牡丹仙子和沉香楼附近，傲梅渲
春、王城春早、紫云天香台、甘棠洲等牡丹观赏区内，连片
开放的牡丹五彩缤纷、争奇斗艳，令人流连忘返。其中，
金阁、金岛、麟凤等品种初开，名望、海黄、白妙、初乌、洛
阳红、彩绘等品种盛开。

“牡丹分九大色系，黄色牡丹尤为名贵。”在甘棠洲
牡丹观赏区，王城公园工程师马晓洁指着一片黄色的花
介绍，这些牡丹名为海黄，因其黄色纯正、花瓣均匀，又
被称作“金牡丹”，是牡丹中的“极品”。此时，在她身旁，
一群游客正拿起手机自拍，与“金牡丹”一起定格下最美

瞬间。
晚开牡丹吐露芬芳，园内芍药也成片初开。在甘棠

洲、王城春早等牡丹观赏区内，种植着近300个品种近万
株芍药，近几日它们悄悄绽放，与牡丹同园争春。

在位于王城公园明堂的第十一届“王城之春”牡丹插
花艺术展展厅和玉带桥北动物园科普馆精品牡丹展展厅
内，洛阳红、黑海撒金、雪映桃花、岛锦、花王等早、中、晚
开精品牡丹同时绽放，难得一见。

这个周六，王城公园依旧为大家安排了精彩的游园
活动。20日10时，大型实景史诗剧《武则天》中的“武皇”
将再次现身王城公园，与游客一起“赏花巡游”，这是该园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最后一次“武皇赏花”活动，您可别
错过了。此外，该园还有“汉服秀”和高跷表演队伍将陪
大家一起赏花，并表演精彩节目。

上个双休日，王城公园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工
作人员预计，这个双休日依旧会迎来赏花客流高峰，如果
您开车前来，请注意公园周边的停车场导引指示牌，有序
停车，咱们共同维护良好的赏花环境。

本报记者 智慧 特约通讯员 乔丽娜 实习生 廖雅婷

近日，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10
名来自上海的游客被争奇斗艳的牡丹
深深吸引，他们在牡丹花海中支起画
架，兴致勃勃地用画笔描绘雍容华贵的
牡丹花。

记者 李卫超 摄

上海游客
来洛写生

莫负大好春光 快来赏花拾景
王城公园全园牡丹盛开，“金牡丹”海黄等您来

王城公园里兴致勃勃的游客 记者 林治坤 摄“武皇”赏花 记者 张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