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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灵说，二十四节气流传数千年，在当今社
会，虽然有很多节气已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指导人
们的生活实践，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二
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进民族的血液中。他建议不
仅要深入挖掘二十四节气和洛阳的故事，还要在
城市增加和二十四节气有关的地标建筑，例如建
设二十四节气文化广场、树立相关雕塑和诗词碑
刻等，开发相关文创产品，并编纂相关书籍，让二
十四节气在新时代融入人们的生活。

“讲二十四节气的故事，就是讲中国时间和生
态文明的故事，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华中科技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级工程师姚江波教授多
年来一直从事二十四节气的研究工作。她认为，如
今全球都在说大数据，二十四节气就是我们的祖先
根据气象地理情况总结出来的自己文明的大数
据。二十四节气引领和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

活，到今天依然存在，因此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中国
时间。

姚江波认为，有品质的美好生活就是按照节气
来过的生活。例如在《红楼梦》中，妙玉泡茶用的雨
水和雪水，以及雨前茶、明前茶等，都足以说明，真
正精致的生活就是按照节气来过的。国家从2018
年起，将每年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包括
将清明节作为法定节假日等，都说明节气不仅是农
耕文明的产物，本身作为生态文明的体现，是中华
民族五千年来尊崇的文化自信。

姚江波建议，洛阳可以作为“节气城市”，以非
遗节气为文化自信，讲好生态文明建设里的黄河故
事；也可以通过保留和传承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
民风民俗带动乡村旅游。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
旅游产品，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本报首席记者 李砺瑾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王宇峰 谢胜利）28
日上午，洛吉快速通道控制性工程——营庄立交南北主
线提前投用，市区前往孟津、吉利将更快捷。同时，王城
大道快速路九都路立交西向南匝道同步放行。

营庄立交是连接机场路、北环路与洛吉快速通道三
条道路的枢纽互通立交，也是连通中心城区与孟津县、吉
利区的重要联络通道。该立交北起洛吉快速通道、南与
现状定鼎路衔接，西起王城大道快速路机场路立交、东至
现状北环路，西南与北环路衔接，是河南省首条五路交会
的城市互通立交。

洛阳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营庄立交南北主线
长约2.8公里，东西主线长约2.7公里，西南主线长约0.8
公里，采用全互通式立体交叉，立交总层数为上下五层，
含3条主线、14条匝道、6条辅道在内共23条线位，是目
前我市在建的工程量最大的立交桥。

营庄立交南北主线今年3月底钻下第一根桩基，至
28日南北主线通车，仅用时8个月。南北主线通车后，从
定鼎路向北可以直达孟津，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

王城大道快速路九都路立交，也是一处全互通立
交。该立交共5层，地下1层为九都路东西主线，地面1
层为地面辅道，地面2层、3层为8个转向匝道，地面4层
为王城大道快速路南北向主线。28日通车的是该立交
西向南匝道，该匝道西起九都路上阳路口东，向南并入南
北主线，上阳路以西区域的车辆，走该匝道前往王城大
桥、隋唐园立交、古城快速路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王城大道快速路部分
上下高架的匝道仍处于最后攻坚阶段，将按照“完工一条
放行一条”的原则，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便捷。按照计
划，王城大道快速路九都路立交其余匝道、王城大道快速
路邙岭隧道至连霍高速洛阳站的南北高架等将在12月
陆续完工投用。

王城大道快速路九都路立交
西向南匝道同步放行

营庄立交南北主线通车

最近，笔者小区张贴了一则通知，辖区居民家中若有
8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街道办事
处登记，便可享受免费安装室内扶手政策。这样一条关
照部分老年人现实需求的细微举措，让人心里暖暖的。

最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印发，
把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提到了战略高度。从老年友好城
市到友好乡村、友好社区，究其内涵，就是要打造适宜老
人的生活环境，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普及方便老人
的公共设施，健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营造爱老敬老
的社会氛围，畅通老人参与社会的渠道，让他们“不知老
之将至”，体面从容地生活。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放眼
宏观，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也需要
把“友好”融入细微，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上。比如，结合
老年人腿脚不便，多“触网”不深、渴求存在感和认同感
等实际，让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更便捷，让路口信号
灯时长设置更“适老”，多在老人密集区域设些公交站，
多构筑一些老年人精神文化交流平台，等等。这些举
措看似细微，恰恰是老人尤为关切的事情。

事实上，在这方面洛阳已有探索。比如2017年6月，
我市把公交车“老年卡”提示音变成了“敬老卡”，这一温
暖的细节，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再比如，
近年来我市打造“15分钟生态休闲圈”“15分钟阅读文化
圈”，把一座座小游园和城市书房和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大大方便了老年人群，并且在添置游园设施、书房书籍
上，也都力求满足老年人的喜好需求。这些见诸城市建
设各方面的细节，无不蕴含着友好的意味。

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的光辉，一个社会对待老人友
好与否，于细节处一目了然。如果说构建老年友好型
社会是一场长跑，那么有了“细节铺垫”，我们就会后劲
充足、行稳致远，更好更快地实现“老年友好城市、友好
乡村、友好社区遍
布全国”的目标，
让每个人都可以
体面地老去。

老年友好型社会
需“细节铺垫”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吕宏伟）28日，记者
从洛阳铁路部门获悉，寒假学生火车票已全面开售，符合
条件的学生，可以购买寒假优惠火车票了。

按照铁路部门规定，2020年寒假学生票的乘车时限
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按照目前的
火车票预售期推算，今日，通过互联网和电话已可以购买
12月28日的火车票，通过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自助售
票机可以购买12月26日的火车票。因此，学生从现在
起就可以提前购买规定期限内的火车票了。学生票每年
可以购买4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凭学校书面证
明可购买一次学生票。

学生票可以享受哪些优惠？铁路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购买普通硬座车票、附加票(快车票和空调车票)，
可享受半价优惠；购买普通硬卧车票，与硬座票价相
同的部分可以打五折；购买动车组二等座车票可享受
七五折优惠。软卧、动车组商务座、一等座不发售学
生票。

洛阳火车站工作人员预计，寒假学生离校高峰将出
现在明年1月中旬，返校高峰将出现在明年2月中下旬，
届时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学生旅客可尽早购
票，以免耽误行程。

需要提醒的是，以下6种情况不能购买学生票：学校
所在地有学生父或母其中一方时；学生因休学、复学、转
学、退学时；学生往返于学校与实习地点时；学生证未按
时办理学校注册的；学生证优惠乘车区间更改但未加盖
学校公章的；没有“学生火车票优惠卡”，“学生火车票优
惠卡”不能识别或者与学生证记载不一致的。

寒假学生火车票开售

张庆旭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顺应节气时令，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民情；
二十四节气也作为传统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印记——

讲二十四节气的故事
就是讲中国时间和生态文明的故事

在古代的洛阳，二十四节气如何融入人们的生
活？如何让二十四节气成为新时代的城市符号？讲
好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为何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抓
手？本报昨日推出《二十四节气与洛阳》栏目，引发
社会各界关注和思考。对此，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专
家和查阅资料，为您带来更多关于二十四节气与洛
阳的故事。

隋唐时期洛阳人的生活
与二十四节气息息相关

昨日，在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市著名民俗学家刘
百灵家中，他拿出一本《洛阳市志》，翻开其中他主编的

《民俗志》，里面专门用了一章来讲述洛阳的“岁时节
日”。刘百灵从1990年到市民俗博物馆工作直到退
休后，近30年来一直在研究洛阳的民俗文化，尤其是
二十四节气与洛阳的联系。他把二十四个节气的每
一个节气，都分别写过文章，而每年每到一个节气，他
一定会在朋友圈里发布一篇和这个节气相关的文章。

刘百灵说，春秋时期洛阳已经有了立春、春分、
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农事节气的
名称。到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已基本定型，成为指
导人们生活，尤其是农业生产的气候表，同时与二十
四节气有关的农谚、俗语、俚歌也应运而生，至今发
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就记述不少隋
唐时期的洛阳和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例如在隋唐时期
的洛阳，寒食节煮杨花粥，冬至煎饧彩珠等，可见当时
的节日食品已经非常丰富。据说在洛阳阊阖门外有
一处食肆，人称张手羹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
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号曰浇店”。意思是说这家
食店每到一个节日都会专门推出一款“定制”食物，例
如“元阳脔（元日）”“冬凌粥（寒食）”“宜盘（冬至）”

“萱草面（腊日）”等等，足见古人对节气时令的重视。
唐人重视节气，还可以从政府对假期的安排上

体现出来。以盛唐为例，政府规定冬至休假7天，寒
食与清明休假 4 天，夏至休假 3 天，立春、春分、立
秋、秋分、立夏、立冬等各休假1天。除此之外，政府
承认的正式节日假期还有47天，唐人假日生活之丰
富可想而知。

寒食与清明，是隋唐五代节日中民俗活动最丰
富的节日。因为寒食节一般在清明节前一两天，所
以唐朝人一般将这两个节日合在一起过，杜甫在描
写清明节的诗中有“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
枫”，讲的就是民间清明钻取新火的习俗。另外这天
古人还会雕镂鸡蛋，大家拿着精心雕镂的彩蛋互相
馈赠，较胜斗赢。元稹在诗中“红染桃花雪压梨，玲
珑鸡子斗赢时”，讲的就是民间斗彩蛋的风俗。

“小满”不仅是个节气，还是很多人记忆里的“小满会”

“二十四节气不仅仅反映了季节、气候、物候等
自然现象的变化，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刘百
灵说，以豫西地区很多村庄都有的“小满会”为例，
曾经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一度风靡一时。

刘百灵老家在如今的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事
处后河村，他回忆小时候就曾赶过村里的“小满
会”。他打开《魏西村志》说，过去的洛龙区古城乡
魏西村已经拆迁，村民们大部分搬进龙富小区。但
在这本村志中，详细记录了该村“小满会”的故事。
书里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村子在收麦前有“小满
会”，逢会时，整个村庄热闹非凡，男女老少人头攒
动，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逢会时日用百货、农具从
东寨门摆到西寨门内，一街两行，应有尽有。

“‘小满会’是豫西一些村庄一年一度的会，这
个会十分重要，至今在一些村庄还保留着，而且它
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刘百灵说。

这要从小满这个节气说起。就是这个如今很

多人并不熟悉的节气，在农耕时期却非常重要。小
满时期，各种农作物已进入快速生长期，“小麦扬
花，谷子该锄”，农人要做好收麦的准备工作，如买
桑杈、扫帚等，因为下一个节气就是“芒种”，也就到
了开镰收割小麦的关键期。

“小满天赶天”，就是说小满时候，农民非常繁
忙，因为这时候春播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三夏大
忙期间，全家一起动员起来，即使在外打工的人
员也得回来，做好夏收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旧时
人们多于此日进庙上香祈求丰收，因而形成各种
庙会。

在栾川县，还保留了很多二十四节气的遗址、
民俗等，例如庙子镇的“小满会”，在20世纪60年代
时影响豫西地区各县，还留下了“叉耙、扫帚、扬场
锨，小满会上都要添”的民谚。在庙子镇为期3天的

“小满会”上，叉耙、扫帚、扬场锨等用于麦收的农具
应有尽有，俨然成了农具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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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在位于伊滨区倒盏民俗文化村的非遗文化体验馆，游客在传承人的
讲解下体验传统棕编技艺、观赏泥塑雕刻。

近年，我市加强传统文化元素的市场化运作，通过“非遗+旅游”“非遗+民
宿”“非遗+新媒体”等多种跨界融合新模式，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消费环境，在
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赋予消费市场更多活力。

记者 张光辉 实习生 谷伊珂 摄

传统文化活非遗+ 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