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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山）记者昨日从市体育局获悉，2021年
洛阳市“贺新春”体育大拜年线上系列活动圆满结束。据悉，
此次活动吸引全市近30万人次参与，展示了广大市民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由市体育局主办，市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市体
育总会承办。活动 2 月 8 日正式启动，在一个多月内，先后
组织开展了围棋、象棋等网络对抗项目，以及空竹、健身气
功、毽球、武术、健步走、广场健身操舞等网络展示项目。除
了参加线上展示的个人和团体，广大市民也通过上传至网
络平台的参赛视频学习各项目的动作技巧，交流经验，并投
票点赞。

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的评奖结果近期将
在“云动洛阳”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获奖选手将获得电子证书
和奖金。

体育大拜年线上系列活动
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师龙辉）自即日起至今年
年底，我市将开展装饰装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依法规范装饰
装修工程监管、个人住宅装修市场行为，更好维护广大群众合
法权益。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部署，新建和改扩建建筑
公共区域装饰装修工程和精装房交付工程，应在装修基体验
收合格后进行。原有施工许可中包含装饰装修工程的可直接
进行施工，不包含的应办理装饰装修许可后进行施工；分施工
标段进行的，按标段办理施工许可。今后，建设工程中装饰装
修分部、分项工程未纳入监管系统的，将不予竣工及消防验收
备案，严禁投入使用。

对因各种历史原因未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我市将设置
政策过渡期。不过，自9月起，没有依法办理施工许可的装饰
装修工程，在申报竣工及消防验收备案前，住建部门将依法对
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严肃查处。

另外，个人住宅装修应由装修业主和施工企业向物业管
理单位报备。对无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今年
11月30日前不得承接新的家装工程，并到主管部门完善资
质手续，妥善完成之前签订的家装工程施工合同；自12月起，
市住建部门对无资质承接个人住宅装修装饰的，将依法对装
修业主和企业予以查处。

该负责人介绍，整治行动还将对群众投诉集中的装饰装
修企业依法查处，对出现纠纷的装饰装修领域的项目对施工
单位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追缴施工单位非法所得，通报市场监
管部门并向社会公示。

我市启动装饰装修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刘在先）近日，汝阳县人
民法院对闫某某等7名被告人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
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汝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17年以来，被告人闫某某
纠集任某某、彭某某等人，以“汝阳和信担保公司”为平台，对
外非法发放小额贷款，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汝阳县城
关镇及周边乡镇多次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违
法犯罪行为，肆意侵占借款人钱财，随意殴打被害人，并在网
络上发布打人视频，震慑他人，给群众造成较大心理恐惧，严
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属于恶势力犯罪团伙。该犯罪团
伙作恶多端、欺压百姓，在汝阳县域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
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公诉机关认为，闫某某等7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属恶势力犯罪团伙，应当分别以寻衅滋事罪、非法
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在审判长主持下，围绕指控罪名、犯
罪事实开展举证、质证、辩论，并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
及量刑充分发表意见，7名被告人分别作了最后陈述，并当庭
认罪认罚。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汝阳县人民法院
审理一起涉恶案件

“这次联席会议精准地指出了我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的工作任务，下一步要抓好落实，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这是近日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工委派驻第五纪检监察
组工作人员与驻在单位纪检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后大家的感受。

为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今年以来，该纪检
监察组结合驻在单位实际，研究谋划，围绕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加强协作联动。建立重要工作信息报送通报、监督检查、
联络协商等5项机制，将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协同贯通，与驻
在单位党组织同频共振、精准对焦，推动“两个责任”形成合力。

强化政治监督。建立主体责任清单，推动落实“第一重要
议题”制度，落实好“十四五”发展规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六稳”“六保”等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做实日常监督。经常性开展走访调研和廉政教育，紧盯

权力集中、资金执行的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人员，围绕“三区”
融合发展，特别是区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十大行动计划”，强
化作风纪律监督检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做细专项监督。对驻在单位涉及的拆迁安置、行政执法
审批等重点领域，开展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整治；对项目
审批、项目招投标、重大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的腐败问题，开展
企业经营和项目建设违纪违法问题整治。

截至目前，派驻机构共开展监督检查133次，参与处置问
题线索23件，立案5件，党纪政务处分7人，下发纪律检查（监
察）建议书、工作提示函等12份。 （曲春生）

发挥“驻”的优势
做实做细派驻监督

元代风格的梁架结构、精美有趣的木雕文物，来洛阳老子纪念馆——

博物馆小档案

◆名称：洛阳老子纪念馆
◆成立时间：2012年9月28日
◆展陈面积：1700平方米
◆展品数量：1200余件
◆场馆地址：洛阳市老城区北
大街1号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开
放，每周一休馆（法定节假日
除外）
◆参观方式：免费参观

品古建之美 悟老子智慧

雕像展厅位于前殿，展厅内展示了
征集到的200 余件制作精美的木雕和
陶塑文物。

筹建洛阳老子纪念馆时，工作人员
向社会征集与老子、道教有关的文物。
征集到的诸多文物，以神像居多，其中
不少是木雕和陶塑文物，有的还涂有金
漆或彩漆，工艺精湛。由于年代久远，
不少木雕表面的涂漆已经斑驳。

传说老子是骑着一头青牛周游天
下的，因此民间多供奉骑着青牛的老子
像。旧时，工匠在雕刻老子像时，会根
据个人意愿添上寓意吉祥的元素，
偶尔也会改变老子的面容。
展柜里有一排老子像，
虽 然 都 骑 着 青

牛，但服饰不同，一些老子像还戴了帽
子，面容也变得年轻不少。

由于大多数民间雕像是从百姓家中
征集到的，几乎件件都是单品，它们表达
了老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的心
愿。游客们常在这些雕塑前驻足许久，
了解文化，探寻其中趣味。

本报记者 何奕儒 通
讯 员 鲁 国 胜 刘 君
田/文 记者 张
怡熙/图

大殿的西侧是碑廊，在
祖师庙的修缮过程中，曾发
现多块石碑，如今就竖立于
碑廊内。其中，一块清代嘉
庆年间的石碑很重要，它的
碑文内容证实了祖师庙在
嘉庆年间的名字为真武庙，
也引出齐鲲任河南府知府
时的一段佳话。

清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年），齐鲲调任河南府
知府，来到洛阳。在洛阳期
间，他革除弊政，并刻碑警
示。洛阳大旱时，他亲自到
民间视察，收缴官吏贪污所
得，并分发给百姓。

走进大殿，两米多高的
老子雕像映入眼帘，殿内墙
壁上绘制的彩色壁画，生动
再现了老子出生、拜师、著

《道德经》、西出函谷关等重
要经历。

除了壁画，这座大殿还
暗藏“玄机”，大殿内部梁架
结构呈现奇特的弯曲状，这
是古人专门找的天然弯曲
木材，弯曲的梁架结构使建
筑物具有很好的抗震能力，
这在全国都很少见。

在老城区北大街北口的
喧闹繁华处，一座飞檐斗拱、
古朴典雅的古建筑引人注
目。它曾是祖师庙，2012年
“变身”为全国首家老子文化
专题博物馆——洛阳老子纪
念馆，成了广大游客感受先贤
智慧的好去处。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
善若水……提起这些词语，不
少人会想到大思想家老子（又
名老聃、李耳）。作为周朝的
“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
员），老子曾长期在洛阳工作、
生活，洛阳现有老子故居、孔子
入周问礼碑、上清宫和下清宫
等文化遗存。

为纪念老子，我市在位于
老城区北大街的祖师庙筹建
了洛阳老子纪念馆，于2012
年正式开馆。作为一家展示
老子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该馆
通过石碑展、民间文物展等展
览，让游客全方位了解老子及
其思想。

近日，记者走进洛阳老子
纪念馆。这里现存的建筑有
前殿、大殿、东配殿等，只见单
檐歇山顶式的大殿气势恢
宏。这里曾是祖师庙，始建于
元末明初。2006年，祖师庙
凭借其大殿及殿内典型元代
风格的梁架结构，被确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亮点一
大殿藏“玄机”

亮点二
石碑传佳话

亮点三 雕像各不同

▲大殿内部梁架结构
▶雕像展厅

今年元宵节，汉服爱好者夜游应天门

洛阳老子纪念馆大门

13日，中国国花园里举办了一场汉
服花朝节活动，为市民献上了一场传统
文化盛宴，参与者身上的汉服令人印象
深刻。

如今，汉服的话题热度颇高，无论
是身穿汉服的“唐宫小姐姐”，还是全国
人大代表提议将每年三月初三定为
中国汉服日，都让人们将目光投向汉
服。汉服在我市发展现状如何？它对
我市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打
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有何意义？

现 状
穿汉服正成为一种文化风潮

在这场汉服花朝节活动上，有200
多名身穿汉服的“小姐姐”参与了祭百花
之神仪式。活动现场，还有汉服展示、集
体汉舞等节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
看。活动主创人员介绍，花朝节是传统
节日，汉服是汉族传统服饰，为传承与
弘扬传统文化，特策划了此次活动。

记者连日走访了解到，我市有一大
批汉服爱好者，穿汉服也正成为一种文
化风潮。今年27岁的李怡琳自小就对
传统文化感兴趣，2012 年上大学时接
触汉服后，便热爱上汉服，先后买了30
多件不同款式、风格的汉服，挂满了一
个衣柜。

贾晓菲接触汉服有十几年，见证了
汉服在我市从小众爱好到“破圈”的过
程。她 2009 年加入了国色汉服社，该

社团是全国成立较早的汉服社团之
一。2011 年，该社团更名为洛阳传统
文化研究会，成为首个在我市民政部门
备案的汉服组织，人数从最初的一两百
人，发展到如今的七八百人，近几年尤
其吸引不少“95后”“00后”加入。

兴 起
厚重文化为其发展提供土壤

如今，汉服在我市已经形成产业，
比如开在洛邑古城里的汉服体验馆、主
打汉服婚礼的婚庆公司等。

提及汉服在我市的兴起，贾晓菲认

为：首先，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
汉服发展提供了土壤；其次，人们越来
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
扬，比如元宵节我市推出的穿汉服可免
费进景点游玩措施。

“也有汉服爱好者的一份功劳。”贾
晓菲笑着说，大家纯粹因热爱汉服与传
统文化聚在一起，每年都会举办推广汉
服的活动，尤其在花朝节、中秋节等传
统节日，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不少汉服爱好者借助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也在积极推广汉服，加上
诸如《清平乐》《长安十二时辰》等古装

剧的热播，让汉服进入大众视野。
贾晓菲坦言，我市汉服社团虽然不

少，但总体较为松散，缺乏沟通、合作，
未形成合力开展有影响力的活动。比
如每年10月底至11月初，浙江西塘古
镇举办的西塘汉服文化周就比较成功，
已成为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活动。

建 议
推动汉服本土化表达

“汉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推广汉
服对洛阳的城市发展是好事。”河南科
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薛瑞泽说，推广汉
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推广传统文
化，对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具有推动作用。

贾晓菲说，汉服与洛阳的古都气质
高度契合，比如游客身穿汉服到龙门石
窟景区游玩，不仅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也赋予其色彩与活力。

薛瑞泽认为，汉服在我市仍有较大
发展空间，汉服爱好者应在复原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推动汉服本土化
表达，彰显古都文化内涵。同时，政策
上的扶持必不可少。近年来，我市在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方面坚持守正
创新，可考虑将汉服文化植入牡丹文化
节、元宵节等重大活动与节日，让中外
游客领略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
城市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魏巍 文/图

从小众爱好到文化产业，从喜欢传统文化到沉浸式体验……

“汉服热”背后的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