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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央视中秋晚会与您相约洛阳20202020

央视秋晚落户洛阳，网友发帖热议自信心幸福感显著提升，引发强烈共鸣

“嘿，真漂亮！”昨日上午，
65岁的洛龙区居民毛建龙和老
伴儿携手走上兴洛湖公园“乐
道”，不由得发出赞叹。宛如彩
虹的“乐道”架在空中，串联起
整个公园，漫步其中，让人心旷
神怡。在位于伊滨区的伊水游
园，一条条新建成的彩色“乐
道”同样给游人增添不少乐
趣。这些“乐道”把园内儿童乐
园、运动场地、城市书房、亲水
观鸟平台等自然和人文景观紧
密串联在一起，生态、人文、运
动、休闲元素相互融合，既有品
质又有颜值。

近年，我市以城市双修、文
明创建为载体，城市建设持续
提质增速，城市环境更加宜居，
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城市文明

蔚然成风。伊洛瀍涧四水并
流、碧波荡漾、水禽云集，随着
洛阳河渠综合治理拓展深化，
黄河干支流岁岁安澜，河岸绿
廊掩映、美不胜收。黄河、伊河
等多处湿地公园滋养城市绿
肺，273 座城市游园、190 座城
市书房、700 公里城市惠民“乐
道”，开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
常绿、三季有花，洛阳正在成为
一座居者心怡、来者心悦的幸
福之城。

打造全国 重 要 综 合 交 通
枢纽，统筹推进教育、卫生健
康、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提升……洛阳城市建设的“加
速度”，正在不断厚植区域发展
新优势，持续提升群众“宜居宜
业”的获得感。

央视秋晚录制期间，
市民以饱满的热情
全力配合录制工作

当好东道主
展现新风貌

这几天，“时代楷模”陈俊武院士对央视
中秋晚会在洛阳成功录制一事，高度关注，
欣喜有加。

昨日，陈俊武院士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时说，他在洛阳工作和生活了 50 多年，见证
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进步。近几年，洛阳迎来
副中心、增长极、自贸区、自创区等重大发展
机遇，发展进入快车道。“我由衷地感到，洛阳
是一个正在奋斗和前进的城市！”陈俊武说。

诚如其言。1969 年年底，根据国家需
要，陈俊武随当时的石油工业部抚顺设计
院迁至宜阳县张坞镇竹园沟村，从此扎根
洛阳埋头奋斗至今。在他的影响带动下，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在竹园沟积淀、
在李屯基地壮大、在洛阳七里河跨越，到今
天以专利商和承包商进军国际市场，成功
实施的海外项目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

陈俊武院士反复强调人才、创新在一个

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古
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
就诞生在洛阳地区。今天，创新能力依然
是这座千年古都的金质名片。“我从20多岁
开始搞创新，一直到现在，创新的思想始终
没有停顿。”93 岁高龄依然坚持每周二到办
公室上班的陈俊武院士表示，作为身在洛阳
的一名老科技工作者，愿意在身体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继续努力，为国家科技进步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欢迎更多有识之士到洛阳来，扎根洛
阳，贡献洛阳，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踩在我
们老一辈人的肩膀上，为洛阳也为国家发
展贡献力量！”陈俊武院士对青年一代科
技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年轻一代
把握美好际遇，胸怀祖国，埋头苦干，奋
勇争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负
时代、不负使命、不负韶华！”

本报记者 孙自豪

“欢迎更多有识之士到洛阳来”

为洛阳点赞
自信心和幸福感“刷屏”

晒烟花、晒应天门、晒美轮美奂的夜景……最
近，随着央视秋晚在洛录制，洛阳人的微信朋友圈
被各种花式“晒城市”的美图“刷屏”，市民、网友纷
纷变成“城市代言人”为洛阳点赞。

“古今辉映，大美洛阳”“千年古都，大放异彩”
“家住洛阳，我骄傲”……

实际上，从几年前隋唐洛阳城天堂明堂全面开
放，再到洛邑古城、应天门、九洲池、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等陆续建成并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标”，
类似的“全民代言”在洛阳已非第一次出现，且热度
一次比一次高。

如此频繁高调地“晒城市”，洛阳人的自信和底
气来自哪里？近年，我市不断提升的城市内涵和品
质就是最好的答案。

和“清雅小居”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无数的洛阳
人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网络渠道，抒发着几乎溢出屏
幕的自信心和幸福感——

网友“一宁”：身为洛阳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网友“聖”：洛河畔、龙门山，美好中华，这里是洛阳。
网友“杨晓”：一眼千年、古今辉映，大美洛阳。
文字、图片、视频……市民、网友各种花式“晒洛

阳”，也引来了外地网友的普遍关注。看到应天门气
势恢宏的夜景和璀璨烟花后，陕西网友“悠然”不由
得感叹：“只为这一眼，我已爱上洛阳。”还有海外学
子通过微博向洛阳“喊话”：“根在河洛，我一定要回
去看看！”

在“清雅小居”看来，引发洛阳人自信心爆棚的
直观原因来自一扇门——应天门，而在这扇门背后，
是洛阳坚持开放引领、加快
创新步伐所带来的
幸福感和获
得感。

中秋节临近，亲友假期访洛，您打算
推荐哪些景点？以往，在不少老洛阳人
眼中，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老三篇”
是必不可少的选择。近年，随着一项项
文物保护利用工程顺利实施，洛阳的“文
化地标”逐年增多，“东方博物馆之都”、
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等“新三篇”影响力越来
越大，成为不少游客抵洛的首选打卡地。

文化优势是洛阳最深厚、最持久、最
具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近年，我市立足
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坚持保护固
态、传承活态、发展业态，加快构建文化
传承创新体系，积极融入黄河文化带、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精心打造一批城市精
神标识和文旅核心展示区。“东方博物馆
之都”“华夏第一王都”等一张张城市名
片被擦亮，洛阳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
吸引力全面提升。

从伊河畔桨声灯影中的龙门山色，
到人头攒动、美食飘香的老城十字街
夜市；从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的应天门
3D 投影灯光秀，到古色古香、风景如画
的洛邑古城……在文旅融合创新的过
程中，洛阳“古今辉映”的独特气质令
无数人神往，古老的历史绽放出新魅

力，也为身在洛阳的市民、游客链接
起“诗和远方”的幸福感。

“时代楷模”陈俊武院士：

01 历史绽放新魅力
链接“诗与远方”幸福感02

城市建设“加速度”
提升“宜居宜业”获得感03

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凝聚经济发展信心04

奏响千年古都自信乐章
开放创新开放创新

“这一刻，应天门的一扇门，
让洛阳人重启神都遗失千年的自信！”
9月15日，网友“清雅小居”通过我市某网
络论坛发表文章《一扇门 重启神都遗失千年
的自信》，从央视秋晚落户洛阳后市民、网友直
线提升的自信心，谈及近年我市在推进城市建
设、传承历史文化、提升城市品位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引发众多网友共鸣。

昨日，面对记者，“清雅小居”介绍了创作这篇文
章的初衷：“每天看到朋友圈内‘刷屏’的城市美景和
大家对洛阳的由衷赞美，我特别感动，央视秋晚选择
洛阳，是对咱城市发展的充分肯定，于是我随手写下
这些文字，几乎一气呵成！”

圆满完成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秋晚会（简称央视秋晚）录制工作，不仅是央
视秋晚工作人员、志愿者的职责，也是洛阳
市民的迫切心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7天录
制中，我市市民当好东道主，以饱满的热情
全力配合录制工作，给予央视秋晚更多的关
注、支持与配合，展示出强烈的责任感与担
当意识。

老城区南关街道办事处新生社区和隋
唐洛阳城应天门只有一路之隔。“家门口的
盛会千载难逢，辖区居民积极性高涨，全力
配合、支持录制工作。”新生社区党委副书记
杨延峰说，在录制期间，新生社区居民自觉
清理周边环境、积极开展志愿活动，着力营
造良好的城市风貌，呈现出一个干净整齐、
文明有序的社区形象。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临近老城区西关街
道办事处周公路社区，社区居民在倍感自豪
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东道主意识，从一点一
滴做起，爱护环境卫生、维护公共秩序、文明
有序出行、热情礼貌待客，用实际行动支持、
配合央视秋晚录制工作。

“这几天，应天门附近的游客明显多
了。晚上出去遛弯碰到问路的外地人，我总
要多介绍几句，告诉人家附近有哪些景点、
美食，希望他们在洛阳玩得开心。”周公路社
区居民江梅红说，每个人都代表着洛阳的形
象，要从自身做起，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来
展示朝气蓬勃的城市风采。

“我每天都要转发央视秋晚录制的相关
信息，成了央视秋晚的一名义务宣传员。大
家都觉得洛阳太美了，纷纷给我留言，要来
洛阳玩。”市民张亚飞说，这一刻，自己为家
乡感到自豪，还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准时收
看央视秋晚。

“好想回家看烟花！”“好想家啊！”“家乡
人民好幸福！”“美哉、壮哉！”“洛阳人在外
地，祝福洛阳越来越好。”……在央视秋晚录
制相关网页、视频下面，总能看到在外洛阳
游子的留言。他们暂时无法返回家乡，用
各种各样的方式，默默为央视秋晚录制加
油助威。

“在央视的镜头下，应天门古色古香、古
味古韵，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在广州念书
的大学生李晓利说，虽然人在外地，无法回
到家乡做更多的工作，但自己通过转发相关
内容，积极宣传央视秋晚、宣传洛阳。

“希望通过这次央视秋晚的录制，能让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多了解洛阳，了解洛
阳悠久的历史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提升洛阳
的城市形象和知名度，让洛阳的明天越来越
好。”李晓利说。

本报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石智卫

应天门应天门 记者记者 张怡熙张怡熙 摄摄

龙门石窟景区游人如织龙门石窟景区游人如织（（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洛阳是座很有潜力的城
市，我对这里未来的经济发展
充满信心。”近日，在河南自贸
区洛阳片区，刚刚拿到营业执
照的“新洛阳人”李勤兴奋不
已。李勤说，作为一个跨境电
商企业合伙人，他看中的，是
洛阳着力建设内陆地区双向
开放新高地所焕发出的强大
生机活力。

近年，我市坚持高水平开
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厚植全方
位高水平开放新优势，加快构
建现代开放体系。伴随着高新

区、自创区、自贸区“三区融合裂
变”步伐加快，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成功
获批，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来到洛
阳，共同凝聚起经济发展的信心
与活力。

奏响新时代文旅融合的交
响曲，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
奋勇争先的洛阳，正在以国际
视野谋划推动副中心城市建
设，以大开放形成大格局、以大
格局带动大发展，再现千年古
都辉煌。

本报记者 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