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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智慧 通讯员 刘青）这个假期，洛阳
各旅游景点人气爆棚，其中，央视秋晚录制场所——隋唐
洛阳城应天门更是成为市民、游客、网友热衷的打卡地，
不少人在此重温秋晚氛围的同时，更感受到古都洛阳“古
今辉映、诗和远方”的独特气质。

10 月 1 日，伴随着央视秋晚播出，“国庆中秋喜相
逢 秋晚会场看秋晚”活动也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拉开帷
幕。借助此次活动，观众不仅能在晚会录制现场身临其
境地观看央视秋晚，还能近距离接触表演道具，了解节目
录制背后的故事，辉煌大气的舞台设计和炫酷的灯光特
效给大家带来极大震撼。

“央视秋晚录制结束后，360度全景舞台、圆形水面、
水道及洛阳特色元素等舞台精华部分被保留下来，以飨
游客。”8日，洛阳文保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

“国庆中秋喜相逢 秋晚会场看秋晚”活动持续掀起高潮，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在舞台上轮番上演。

国庆假期，每当夜幕降临，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北广
场上的舞台大屏幕就会华丽开启，央视秋晚节目、3D投
影秀依次亮相，现场“古风”与流行碰撞，交响、民乐、流
行音乐融汇，为观众送上震撼的视听盛宴。与央视秋
晚类似，夜间演出分为“神都月正圆，万家话团圆”“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古都新生活，时尚洛阳城”三
个篇章，由近百名专业演员精心演绎的《盛世大唐迎宾
礼》《万国朝贺》《大唐华服秀》等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千
年以前。此外，还有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网红女团、乐
队等倾情助力演出，柔美的肩上芭蕾、动听的民谣也让
现场观众如痴如醉。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人气再次引发央视关注。4
日，央视新闻频道在《新闻直播间》节目中报道称，央视秋
晚播出后，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
热门旅游打卡地。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参观体验，除“国庆中秋
喜相逢 秋晚会场看秋晚”活动外，隋唐洛阳城应天门还
推出了“开城门仪式”“神都志·应天长歌”“唐时明月——
唐代铜镜拓片展”等一系列精彩活动。国庆假期，应天门
每天10时到21时都有精彩演艺活动，游客白天在应天
门里品历史，晚上到城门楼前赏演艺，深度体验洛阳的历
史文化魅力。

采访中，不少游客表示，站在应天门上“一眼千年”，
还能现场一睹央视秋晚舞台的芳容，“这趟洛阳来得
值”！据统计，国庆假期，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九洲池、天
堂、明堂等景点共计接待游客13.4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
增加460%。

“国庆中秋喜相逢 秋晚会场看秋晚”
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
成热门打卡地

“洛阳闪耀世界！”“美哉，我大洛阳！”……1 日晚，
央视中秋晚会精彩呈现，美轮美奂的舞台，异彩纷呈的
节目，唯美大气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这场以隋唐
洛阳城应天门为背景的文化盛宴，让这个中秋之夜变
得美妙难忘，也让“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洛阳持续成
为焦点。

央视秋晚的落户，的确让千年古都刷足了存在感。
就像在央视推出的《传奇中国节》特别节目中呈现的那
样，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国一拖、洛阳牡丹等诸多
洛阳元素逐一亮相，让海内外华人真切感受到了洛阳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的时代脉动。得益于这场
中秋盛典，9月，网民对洛阳的检索量同比增长8倍，环比
增长 235 倍，近 90 天全国游客对洛阳的关注度增加了
1780倍，洛阳进入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前10名……
可以说，这次与央视的完美“牵手”，既让洛阳再次迎来高
光时刻，也凝聚了人心力量。

是啊，这场“家门口的秋晚”，不仅让洛阳得以盛装出
镜，也让洛阳人的心更齐了，对洛阳重振雄风的信心更足
了，与洛阳共奋进、共荣光的意识更强了。正如当晚，当
国家地理中文网的《洛阳，今天火了》、洛阳网的《这一次
央视中秋晚会，凭什么是洛阳》两篇微信文章一经推出，
便成为阅读量“10万+”的爆款，综观网友留言，除了一片
赞扬与祝福，还有很多人传递出化荣耀为干劲、化激动为
力量，以奋斗之我拼出洛阳更好的明天的精气神。

央视秋晚虽已落幕多日，但为何花开洛阳仍引人深
思。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些年全市上下的
协力奋斗，让这座城市有了更强的实力与更大的魅力。
回首来路，且不说经济总量先后突破4000亿元、5000亿
元这样的“宏观成就”，就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微观巨
变”，从洛邑古城等一处处文旅“新地标”拔地而起，到外
环路、快速路、立交桥等城市路网纵横交错，再到城市游
园、惠民“乐道”、河洛书苑等民生项目遍地开花……这些
引人瞩目的变化，无不饱含着河洛儿女的奉献与付出。

所有的高光时刻，都蕴含在接续打拼中，因为，世上
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大放异彩。今天，洛阳发展迎来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这次中
秋与国庆“牵手”、央视秋晚落户洛阳为契机，重整行装再
出发，撸起袖子加油干，每个人都与这座城市同奋斗、共
出彩，我们就将迎来一个更好的洛阳！

（张庆旭）

一切高光时刻
都蕴含在打拼中

在洛录制的央视秋晚精彩播出后
洛阳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

秋晚效应持续释放 洛阳发展豪情满怀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秋晚会场看节目秋晚会场看节目 记者记者 张怡熙张怡熙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孙自豪 孙小蕊）
10 月 1 日晚，在洛阳完成录制的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2020 年中秋晚会一经
播出，便稳稳抓住了亿万观众的眼球，
近乎“收割”同时段收视率。国庆中秋
假期，央视秋晚效应持续释放，引发社
会各界关注洛阳、点赞洛阳。同时，借
力央视秋晚，全市文化旅游市场人气
十足，快速复苏，城市关注度、知名度
显著提升。

大家纷纷表示，今年的中秋恰逢国
庆节，处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的关键时期，央视秋晚“家国情怀”
主题扣人心弦、引人共鸣。作为央视秋
晚举办地，洛阳要充分利用央视秋晚效
应，抢抓机遇，奋勇争先，着力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凝聚起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
绚丽篇章的强大合力。

“我有一种预感……”长期关注洛
阳文旅事业发展的网友“小o”说，“洛阳
的旅游格局有可能就此转变，突破牡丹
符号带来的每年热一个月的局限，真正
靠文化内涵赢得认可，开启全年全域旅
游新篇章！”

这台晚会背后，还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一直忙碌在节目录制现场，为晚
会的圆满成功付出了大量时间和
精力。央视秋晚播出后，他们纷纷

表达出自己的激动之情。
看着央视秋晚节目中绚烂的烟花，

曾连续多日执行央视秋晚九洲池烟火
燃放场地执勤安保任务的市消防救援
支队老城大队民族路副站长张仕安内
心澎湃不已。他说，通过这台晚会，向
世界全景展示了洛阳的新成果、新气
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洛阳、认识洛阳、喜
欢洛阳。“晚会的成功举办、精彩呈现，
令人振奋，我为能参与其中、贡献力量
而感到骄傲！”

市中心医院医学博士、中西医结合
肿瘤科主任王全林作为医疗抗疫一线
代表参加了晚会录制。“当我走进如梦
如幻的录制现场时，我的内心就不平静
了。作为一名来洛阳工作生活15个年
头的异乡人，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
地方。”王全林回忆说，当年，每天上下
班经过定鼎路，那里还是一片老旧小
区。多年过后，原址上建起的天堂、明
堂、应天门恢宏大气、古今辉映，令人神
往。“我为亲眼见证了洛阳的再次辉煌
而自豪！”

市政府办公室职能转变协调科科
长陈光辉担任此次央视秋晚后勤保障

组联络员，主要承担央视团队的
食宿保障、车辆调度、医疗卫

生、通信服务等任务。自8月
17 日至 9 月 23 日，他共统
筹 协 调 接 待 各 类 演 职

人 员 1317 人，调度专属车辆 1326 台
次，协调公交车辆 201 台次，均做到高
效衔接、安全守时、保障到位。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各工作专班能
够通力协作、配合默契地完成好每一项
任务。”陈光辉说，“不论什么时间接到任
务单，我都是第一时间沟通衔接，做好各
类突发情况的处置。我为自己能够有幸
负责此次保障任务而感到骄傲！”

借力央视秋晚，国庆假期，洛阳在
国内外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话题热度迅
速提升，对全国游客的吸引力明显增
强，全市文化旅游市场快速复苏，“古今
辉映、诗和远方”的洛阳引发许多媒体
关注。

10月1日，国家地理中文网在其微
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洛阳，今天火了》，
称央视秋晚主会场位于洛阳，全国都将
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神都”洛阳。文
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洛阳的历史，以文
图形式着重介绍了龙门石窟、定鼎门、瀍
壑朱樱、天堂明堂、洛邑古城、白马寺、老
君山等景点历史。

4日，央视新闻频道在上午9时
播出的《新闻直播间》节目中再次
关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称央视秋
晚播出后，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已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门旅游打
卡地。节目中提到，国庆假期，在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广场，借助央视

秋晚的视频音频特效，央视秋晚的演
出在大屏幕上精彩呈现。除了能身临
其境地观看央视秋晚，游客还能近距
离抚摸表演道具，了解节目录制背后
的故事。隋唐洛阳城应天门景区还组
织了古风演艺、豫剧表演、现代说唱等
节目。

10 月 5 日和 8 日，《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先后刊发《“东方博物馆之都”
成洛阳新名片》《河南洛阳：高质量发
展“新”味足》两篇文章点赞洛阳。其
中《“东方博物馆之都”成洛阳新名片》
以较大篇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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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博物馆“串珠成链”，塑造

“东方博物馆之都”文化新地标的经验
和探索。《河南洛阳：高质量发展“新”
味足》一文介绍我市如何突出创新引
领，着力推动高成长性制造业发展，

“洛阳制造”质量更高、效益更好、后劲
更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0 年中秋晚
会在洛阳成功录制，让洛阳再次成为万
众焦点。央视秋晚前的特别节目《传奇
中国节》为观众呈现了诸多洛阳元素，带
领大家全方位领略古都魅力。一个个经
典元素再一次擦亮洛阳的城市名片，展
现我市持续推进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探索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累累硕果。

●洛阳元素之牡丹

“洛阳的美，牡丹的香，华夏的文明
在此绽放……”在《传奇中国节》节目中，
伴随着洛阳籍歌手田华的歌声，开启了

“跟着田华游洛阳”的旅程。漫步老城区
东大街、西大街，随便走进一家小店，随
处一眼望去，都会看到牡丹的影子。

在洛阳，牡丹不仅花开时节满城绽
放，还盛开在典雅、古朴的瓷器之上，跃
然于文人墨客的笔下，非遗匠人的手中，
甚至融入美食、茶饮之中。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
奇。”这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洛阳牡丹
图》中的描述。如今的洛阳牡丹，从一朵

“只能看”的花，到一杯“可以喝”的茶，再
到一种“能美容养颜”的化妆品，牡丹产品
在链条化、多样化延伸中不断推陈出新。

进入“十三五”以来，洛阳以“牡丹文
化”“利民惠民”为主脉，创新举办机制、
提升节会内容，彰显文化特色、落实惠民
举措，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办成弘扬
河洛文化、促进文旅融合、建设美丽

城市、造福广大群众的平台、纽带。

●洛阳元素之博物馆

节目中，田华来到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一件件精美文物吸引了观众的
眼光。漫步在洛阳的大街小巷，不经意
间，您或许就会和一座博物馆相遇。洛
阳正以高质量建设“东方博物馆之都”作
为突破口，把博物馆优势提升为城市发
展优势。“东方博物馆之都”这一城市品
牌必将越擦越亮，吸引更多人为一座博
物馆而来到这座城。

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博物馆 85
座，形成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富有活
力的博物馆体系，“东方博物馆之都”建
设初具规模。

●洛阳元素之黄河湿地

节目还聚焦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马朝红，

讲述她常年进行野外监测，与湿地鸟类
过中秋的故事。

人在绿中、绿在水中、水在林中，如今
这般人水和谐的湿地景象，无论在洛阳城
区还是县城都随处可见。在黄河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洛阳段，经常传出濒危鸟类
现身的好消息。黄胸鹀（wú）、大鸨、黑鹳、
中华秋沙鸭等动物更是成了这里的“常客”。

我市以沿黄生态保护治理为引领，
持续拓展深化“四河五渠”综合治理，大
力实施新时代大保护大治理大提升治水
兴水行动，高标准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按照规划，我市将在提升原有城市湿地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新建9个湿地样板，
到2025年城市湿地率提高至18%，建成
国际湿地城市。

●洛阳元素之建筑

在《传奇中国节》的洛阳分演播室，
著名作家马伯庸提到改编自他的作品的

影视剧《风起洛阳》。前不久，《风起洛
阳》制作团队到访洛阳，马伯庸亦受邀来
洛，与洛阳青年作家畅谈洛阳历史文化、
城市印象及创作心得。不难想象，随着

《风起洛阳》这部描写唐代故事的连续剧
与观众见面，一定会吸引不少喜欢历史、
文化的人来洛阳找寻“唐风古韵”。

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正加
紧建设，宫城区以应天门为中心，向北实
施了玄武门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向南全面
推进周边环境治理，同时，天街片区启动
了天街北延三期和建春门节点项目……

未来，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
园将形成以宫城区和天街片区为核心的
隋唐风貌核心展示区，吸引更多“粉丝”
来到洛阳、爱上洛阳。

●洛阳元素之美食

说起洛阳的美食，不得不提老城十
字街。老城十字街位于西大街和东大街
的八角楼金街，自古就是商人的聚集之
地。如今，这里更是洛阳小吃的汇集之
地，曾入选全国十大美食街。

这里特色小吃品种丰富，不仅有洛阳
水席、不翻汤、浆面条、炒凉粉、烩饼等洛阳
特色美食，还有麻辣小龙虾、油炸臭豆腐、鸡
翅包饭、甘梅薯条、杏仁茶等外地小吃。如
今，一到晚上，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成
为吃货们的天堂，也是洛阳夜经济新地标。

今年以来，我市启动实施“古都夜八
点”“古都新生活”等文旅消费活动，推动

“吃、住、行、游、购、娱、康、演”八大业态
提质扩面，以夜间带全天，以线上带线
下，以直播带实体，以中心带县域，文旅
消费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成为拉动全市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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