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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县区

昨日，洛阳图书批发市场进驻天心文化产业
园。原洛阳图书市场自1991年开始形成，是豫西地
区唯一的专业图书批销商城。按照相关布署，原洛
阳图书市场的一部分商户今年3月搬迁至老城区
春都路53号，新建洛阳图书城；另一部分商户搬迁至
老城区中州中路72号天心文化产业园内，新建洛阳
图书批发市场。 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石智卫 摄

粟特人在洛阳的“唐漂”生活
武则天执政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广修宫苑、凿

窟礼佛，对外来文化实行开放包容政策。东都洛阳经
济繁荣，文化昌盛，万国来使，成为东方世界的中心。
以安菩夫妇为代表的粟特人，不远万里来到大唐，过
上了有滋有味的“唐漂”生活。

近期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的“梦回布哈拉——
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出土文物特展”，不仅会展现
安菩的传奇人生，也将从侧面表现粟特人在洛阳的生
活轨迹。

粟特人，本土位于中亚阿姆
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
域，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
境内。他们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
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
胡等。

安姓是粟特民族昭武九姓之
一。安菩，来自西域安国，即今天
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公
元630年，他随父亲归顺大唐，开
始了“唐漂”生涯，因骁勇善战被
封为定远将军。

据墓志记载，安菩的夫人何
氏，与安菩同为粟特人，其父亦受
封为大唐将军。武则天称帝期
间，安菩之子安金藏当上了宫廷
的御用乐工，携母何氏随皇室由
长安移居洛阳惠和坊，这在史料
中有浓墨重彩的记载。

穿越千年的风雨，安菩的传
奇故事因一座墓葬的发现而揭开
面纱。借助出土的墓志、三彩器
等大量随葬品，我们似乎看到了
一位跋涉万里来到大唐建功立业
的粟特人的一生。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
十年来竞纷泊。”唐代大诗
人元稹的这句诗，对东都
洛阳城的异域文化进行了
生动描述。

受商业利益驱使及粟
特地区的动乱和战争等影
响，从东汉时期直至隋唐，
粟特人往来活跃在丝绸之
路上，以擅长经商闻名于
欧亚大陆，有的干脆移居
中国，不再返回。

“20 世纪以来，洛阳
出土了大量唐代粟特人墓
志及相关石刻资料。资料
表明，唐代洛阳居住着数
量相当多的粟特人，多数
是前代进入洛阳的粟特人
后裔及唐代进入洛阳的粟

特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
学教授毛阳光介绍。

居洛粟特人的身份多
为商贾、奴仆及效力朝廷的
藩臣，他们分散居住在神都
洛阳的里坊之中，其中以毗
邻洛阳贸易区“南市”的思
顺坊、福善坊居多。

《唐两京城访考》记
载，洛阳惠和坊，有安修仁
宅园。安修仁是粟特安国
后裔，从北魏以来，该家族
一直任凉州萨宝(商团首
领)。唐初，该家族帮助唐
朝消灭凉州李轨势力，得
到朝廷重用。安修仁任左
武侯大将军，居于洛阳。
安菩的妻子何氏和儿子安
金藏也住在惠和坊。

毛阳光介绍，1999年
4月出土于孟津县平乐镇
刘坡村的《大唐故安府君史
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表
明，墓主人安思温没有做过
官，但已经具有较高的汉族
传统文化修养，擅长隶书与
篆书，是一名汉化程度很高
的粟特人后裔。

“唐代许多粟特人的
后裔历经数代之后，虽然
还保持着相互通婚的习
惯，但由于深受汉族文化
的濡染，或许在外貌上他
们还具有胡人的形貌特
征，在文化上他们已经和
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毛
阳光说。

唐代粟特人中既有粟
特贵族的后裔，也有中下级
官吏和普通百姓。他们或

者参与唐朝的征战，或者出
任地方官职，或者浸淫于汉
文化而快意人生，已经融入
到汉族社会中。

着胡装、食胡食、奏胡
乐、跳胡舞，粟特人的到来
对洛阳的城市风气产生了
一定影响；同时，粟特人也
开始接受汉族的生活方
式，在道德价值观念、婚
姻、丧葬习俗等方面出现
了明显的对汉文化的认
同，还有不少开始信仰已
经中国化的佛教。

“这种双向互动，促进
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民
族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传
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阳光说。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
讯员 黄超 文/图

昨日，在洛龙区白马寺镇下黄村，洛阳绿香园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30余亩桃园硕果累累，
吸引不少游客采摘。4年前，季慧揣着带领乡邻共
同致富的理想返乡创业。她因地制宜种植果树近
百亩，聘请农业技术员科学管理。水蜜桃、油桃、黄
桃等品种今年陆续上市。 记者 李卫超 摄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奏。近年，汝阳
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以全县脱贫
摘帽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揽，按照“产业
发展惠民生、绿色生态美乡村、乡村治理促振
兴”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以增
加群众收入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目标，抓
基础、强产业、增效益，确保脱贫摘帽高质量
达标，助推乡村振兴良好开局。

调结构 转方式
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成果的最佳手段。

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汝阳县始终坚
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根本出
路，以群众增收为抓手，大力实施食用菌、光
伏、服装加工、来料加工、旅游、特色种植养殖
等六大脱贫主导产业，紧紧围绕“一乡一产
业、一村一特色”产业扶贫格局，积极建设扶
贫基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到户产业
项目，实现贫困户产业项目全覆盖，群众增收
有门路。该县立足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初步形成南部山区以食用菌、中药材、生态旅
游、林下种养为主导；中部地区以高效农业，
特色种养为主导；北部地区以特色种植、苗木
花卉、休闲观光农业为主导的扶贫产业发展
布局。

该县以汝阳香菇、杜仲、甪里艾、花生、红
薯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为契机，大力发展
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业，积极培育名优品牌，
推动全县农业特色种植产业发展。目前，该县
无公害农产品达 42 个，绿色食品有 3 个，国
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有5个，“三品一标”农
产品生产面积达42.7万亩。

该县充分利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
范县”优势，与阿里巴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拓宽了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增加了群众收入
来源；全面落实转移就业、教育、金融等扶贫
政策，开展行业政策落实大排查，确保政策落
实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
所有行政村的“互联网+”远程诊疗系统，累
计接诊1.8万例，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互联
网＋健康扶贫”试点县。截至目前，该县已累

计实现57个贫困村退出、39398人脱贫。

立全局 重谋划
聚焦生态宜居 改善人居环境

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校舍，
宽阔的水泥路，挺拔的竹子，行走在干净整洁
的街道上，朗朗的读书声和村民们谈笑声不
绝于耳。近日，笔者在汝阳县内埠镇东金庄村
采访时，感到朴实、亲切。

“水泥路都铺到了家门口，还给我们街道
上栽植了樱花树，门口还放有花篮，感觉真是
不赖，生活环境敢和县城比比！”村民李万林
老人激动地说，“我们村以前都是泥路，还都
是石头房子，又脏又乱，现在村里集中整治，
街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出来大门看见的就
是花花草草，现在不光生活好了，环境也好
了，这心情也更好了。”

“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曾
是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如今，旱厕改造也在
东金庄村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前旱厕在大门
口，不好闻，晚上上厕所也不方便。现在厕所
改到家里边，干净又方便，我家还直接装了淋

浴间、洗脸台，再装上热水器，得劲！”村民赵
香梅喜上眉梢。目前，该村已完成旱厕改造
286户。

“要把环境整治的收尾工作做好，并且做
好日常维护，还要增加缝纫机、绣花机等设
备，利用好扶贫车间，扩大香菇、巴西菇、羊肚
菌种植，真正带动贫困户，带动群众致富。”该
村支书李胜强信心满满。

“以前的虎寨村，路边杂草丛生，垃圾随
处可见……”小店镇虎寨村驻村第一书记张
向明感慨道，“现在，我们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思路，通过环境整治和绿化提
升，打造以村庄绿化为亮点的示范村。”

这些仅仅只是汝阳县部分农村环境及产
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绿水青山是乡村振
兴最宝贵的资源，该县始终坚持树牢绿色发
展理念，放大乡村的生态优势，着重加大人居
环境的有效改善，全面开展农村布局规划、村
庄建设规划等编制工作，扎实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实施“三化两处理一创
建”，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和污水
处理市场化运作新模式，实现村庄保洁全覆

盖。该县全面开展农村违建拆除，扎实推进
“厕所革命”。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5千余座
厕所改造，10月前将完成4万户改厕任务。该
县按照贫困户户均5000元标准设立奖补资
金，对门窗、家具、围墙等进行全面改善，持续
推进“靓家工程”，扎实做好6个示范村、65个
整治村提升工作，使农村面貌得到整体提升，
让广大农村真正美起来，真正实现生态振兴。

强堡垒 变观念
凝聚合力助推脱贫攻坚

6月12日，汝阳县三屯镇庙湾村党群服
务中心正在开展“守初心 强党性 见行动”主
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齐上阵，戴党徽、交党
费、清扫阵地。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什么？”参
会党员高高举起手：“这个我会，是实现共产
主义！”这是庙湾村党日活动新加入的主题教
育活动知识竞答环节。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党日活动，
把支部建设搞上去，堡垒更坚硬，旗帜更鲜
明，我们的工作开展也就更加顺利了。另外要

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产业，让群众增收！”
该村驻村书记董弼尧坚定地说。

“以往办红白事少说也得五十桌酒席，一
摆就是两三天，还要请戏班子，一场仪式办下
来一般花销都要好几万元，好多家庭都因此
欠下债。”问起以前村里办红白事的情况，汝
阳县内埠镇池子头村党支部书记刘乾坤连连
摇头。

为扭转这种不良风气，2006年池子头村
成立红白事理事会，并制定《村规民约》，一阵
移风易俗之风兴起，一场触及群众心灵的“大
操大办之变”展开了。有了好制度，更要精准
执行下去。不到半年，村民都能严格遵守规
定，从 2006 年至今，村里从简办理红白事
100余次，节约近百万元。如今的池子头村村
民已经摒弃人情攀比，轻装上阵谋幸福。

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
心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农村经济，引
导农民发家致富，村民自治是有力制度保障。
该县着力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党
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工作思路，让党
建工作“强”起来、让农村自治“实”起来、让农
村法治“严”起来、让农村德治“活”起来，让服
务进村“动”起来；积极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红白理事会制度》《老年协会制度》等村民自
治制度，持续用好“一约四会”，逐步破除陈规
陋习，推动移风易俗，营造出文明新风的良好
氛围。

该县还充分利用旅游优势，紧紧抓住创建
河南省级旅游度假区和加入伏牛山大联盟的
机遇，扩大旅游产业规模，扎实推进各项旅游
扶贫工作，把发展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景区
开发、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构筑集生
态观光农业、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多
模式、多层次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截至目前，全
县旅游直接就业人口有5500余人，旅游直接
和间接就业人口总和约为1.6万人。全县以休
闲度假游方式建设的农家乐、家庭宾馆有500
余家，客房8000余间，床位数近15000张；拥
有4A级旅游景区2个，3A级旅游景区2个，三
星级饭店2家，星级农家宾馆70余家。

今年是汝阳县脱贫摘帽的关键一年，该
县围绕“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的各项指
标，瞄准攻坚靶心，坚持精准方略，高质量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该县通过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对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使全县综合
实力大幅提升，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基础设施
更加完善，生态优势更为凸显，发展活力显著
增强，“富裕、美丽、幸福、和谐”的新汝阳呼之
欲出。 （吴会菊 王淑娜 刘奇乐）

汝阳县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聚力脱贫攻坚 助推乡村振兴

一位来自安国的
“唐漂”

居住在神都洛阳的粟特人

多元文化交流互融

瑞兽葡萄纹铜镜

三彩鸡

三彩牵驼俑三彩牵驼俑

人居环境得改善 李正华 摄 家庭宾馆发展快 张翼鸽 摄

扶贫车间生产忙 丁霄毅 摄

15日，我市2019年第一批国家保安员资格考
试开考，1200多名保安员统一接受理论考试和体
能测试。保安员资格考试主要针对从事门卫、巡
逻、守护、安全检查等行业的保安服务人员。目
前，我市共有在册保安员 1.3 万多名，其中 12456
人已经取得国家保安员证，保安员的持证上岗率
超过90％。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魏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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