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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能力作风建设，宜阳县纪委监委结合监督
预防“治未病”工作，不断前移监督关口，拧紧纪律“发条”，汇
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

开展警示教育，织密思想防线。召开春节期间廉政警示
教育会议和工程项目领域警示教育大会，靶向提醒预防；县纪
委监委各监督检查室下沉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开展廉政勤
政谈心谈话，以“谈”促廉倡廉；依托日常监督，紧盯苗头性、倾
向性、行业性问题，强化“治未病”功效。

拓宽线索渠道，加强专项治理。在充分发挥“室组地”协
作配合优势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党风政风观测员制度，挑选
80名责任心强、能力过硬的同志，对“四风”问题、信访举报、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进行整体观测，准确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警醒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强化执纪问责，提升能力作风。采取群众举报、暗访检查
等方式，对全县各单位“三重一大”事项开展政治监督，对重点
部门开展专项监督，对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开展常态监督，严
肃问责工作不上心、履职不尽力，不担当、不作为等行为，着力
提升“五种能
力”、锻造“五
种作风”。

（宜纪宣）

前移监督关口
提升能力作风

“胶带属于哪种垃圾，小朋友你知道吗？”20日，在瀍河区
恒大绿洲小区东区广场内，垃圾分类宣传员正在指导一名小
女孩玩垃圾分类转盘游戏。（如图）

转盘中心写着垃圾分类字样，周围是冰箱、报纸、过期食
品、剩饭剩菜等不同类型垃圾的名称。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通过游戏增加互动，吸引更多群众参与，答对者能获得小礼
品。除了游戏，倡导垃圾分类的标志在该小区内也随处可见。

在广场北侧的智能垃圾分类站前，不少居民在工作人员
指引下，将快递纸箱、旧衣物等垃圾投进相应的垃圾箱，赚取
积分兑换小礼品，一派热闹景象。

近年来，瀍河区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生态环
保、绿色低碳、宜居宜业美丽新瀍河”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并
有序推进，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可度、参与度不断提升。

目前恒大绿洲小区东区共有居民5600多户，日产生垃圾
量约6吨。这些垃圾都去了哪里？

在位于万隆路与九都路交叉口东北侧的万隆路厨余垃圾
处理中心，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垃圾在小区内进行初次分拣
后，在这里要经过二次分拣、破碎、降解等工序，实现垃圾的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截至目前，我们已建成了3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每天的
处理量达12吨，辖区内20%的垃圾可进行自主处理，其余35%
的可回收垃圾和45%的其他垃圾都被有序送至我市指定回收
点和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瀍河区环卫中心副主任牛坤甫说。

瀍河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区正在建立生活垃圾从
投放到处置的全程监管体系，推行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实现
厨余垃圾“变废为宝”，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下一步，该
区将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天蓝、水清、地绿的宜居宜
业城区。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范政和 文/图

瀍河区：

持续推进垃圾分类
建设宜居宜业城区

牡丹花品冠群芳，况是其间更有
王。四色变而成百色，百般颜色百般
香。目前，市区牡丹观赏园晚开品种
牡丹进入盛花期。牡丹观赏园内紫
藤、玫瑰、猬实等百花争艳。

●王城公园：全园共有 260 多个
品种牡丹成片开放，主要分布在牡丹
仙子观赏区、甘棠洲观赏区，其中盛开
的牡丹品种有海黄、黄冠等，初开的牡
丹品种有豆绿、春柳、公主等。园内鲁
冰花、花毛茛等争妍斗艳。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园内豆
绿、麟凤、岛乃藤等 230 多个品种牡
丹成片开放，主要分布在九色园、特
色园、百花园、科技园。另外，千姿牡
丹园内猬实、紫藤等花朵绽放，木兰
琼花园内百余株粉团荚蒾、绣球荚蒾
等盛开。

●中国国花园：全园共有约 100
个品种牡丹成片开放，主要分布在二
乔亭、国色广场、东门内广场周边，其

中盛开的牡丹品种有镰田锦、花王等，
初开的牡丹品种有金阁、金杯等。锦
绣馆内凤丹、村松樱等品种牡丹开
放。园内黄刺玫、玫瑰等争奇斗艳。

●国家牡丹园：全园共有约 460
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占该园
牡丹的 40%，主要分布在南园牡丹展

览馆、精品园、凤丹林、北园、九色台，
其中盛开的牡丹品种有白神、春柳
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天鹅骄子、狮
子王、皇嘉门等。园内棣棠、紫藤等
姹紫嫣红。

●国际牡丹园：全园共有约 300
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占该园

牡丹的60%，主要分布在华夏园、锦绣
园、万芳园、九色园，其中盛开的牡丹
品种有花王、花竞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中国龙、海黄等。

●洛阳郁金香牡丹园：全园共有
40余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占
该园牡丹的 40%，主要分布在牡丹东
区，其中盛开的牡丹品种有紫蓝魁、凤
丹白、种生红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岛
锦、初乌等。

●天囿牡丹园：全园共有80余个
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
丹的 70%，主要分布在竹子路、枫杨
路、樱花路、红叶李路，其中盛开的
牡丹品种有红宝石、白雪塔、赵粉
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银粉金鳞、荷
花映日等。

●天香牡丹园：全园共有约50个
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
丹的 40%，主要分布在园内中区、西
区、南区，其中盛开的牡丹品种有旭
港、新国色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海
黄、香玉等。园内北美海棠、风箱果等
竞相绽放。

2022年牡丹花情预报小组
2022年4月21日

春色醉游人 牡丹冠群芳

21 日，在位于北京斯里兰卡驻华
使馆的“洛阳牡丹园”内，各色牡丹竞
相绽放、争奇斗艳。盛放的牡丹吸引
了不少使馆工作人员前来观赏，一睹
洛阳牡丹雍容华贵的风采。

这是洛阳牡丹首次在斯里兰卡驻
华使馆内绽放。洛阳与斯里兰卡素有
渊源。2016年，白马寺举行斯里兰卡
风格佛殿奠基仪式，时任斯里兰卡议
长卡鲁·贾亚苏里亚出席典礼，向白马
寺奉送了释迦牟尼佛骨舍利。去年 4
月，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
应邀参加第 39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
节，盛开的牡丹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
的印象。经过双方沟通，洛阳决定向
斯里兰卡驻华使馆赠送一批牡丹苗，
由王城公园供苗并帮助他们栽种。

斯里兰卡驻华使馆内的“洛阳牡
丹园”总面积约200平方米，共栽种11

个品种的 240 余株牡丹，包括洛阳
红、首案红、霓虹焕彩、紫气东来、

姚黄、香玉、珊瑚台、鲁菏红、二
乔、珠光墨润、绿幕隐玉等，涵

盖红、白、黄、粉、紫、绿、黑、
蓝、复色等九大色系。如

今，洛阳牡丹盛开，不仅
成为使馆内一景，还

促进了洛阳与斯里

兰卡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
化了中斯友好关系。

近年来，洛阳以花为媒，加大对外
交往步伐，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交流合作。牡丹作为洛阳一张闪
亮的名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
地，让各国人民共享洛阳牡丹的雍容
华贵。

近日，市委外事办收到法国图尔
市外事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传来的图片
和视频。视频中，洛阳牡丹在湖边公
园盛放，花儿粉色娇嫩、白色胜雪，花
瓣上满是晶莹剔透的露珠，微风吹过，
花儿随风轻轻摆动，惹人沉醉。

市委外事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法
国图尔市是我市的友好城市，2009年
该市曾经购入 300 多个品种 6800 余
株洛阳牡丹，并在图尔市建立洛阳牡
丹园，洛阳派专家数次前往图尔市作
栽种技术辅导。如今，洛阳牡丹早已
适应当地气候，年年在图尔市开出艳
丽的花朵，深受当地人民喜爱，为当地
增色添彩。

洛阳牡丹与日本的渊源颇深。洛
阳牡丹早在公元 724 年至 749 年就被
引进到日本，日本人对牡丹的珍爱不
亚于中国人。如今，日本许多地方广
植牡丹，例如在洛阳的友好城市日本

冈山市、日本须贺川市等地牡丹园，都
栽种着牡丹。

市委外事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洛
阳将以花为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洛阳好声音”，不断提升洛阳文化的
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扩大洛阳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构
建“一带一路”双向开放新高地，推动
洛阳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助
力洛阳加快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熊培栋

（本文配图均由通讯员提供）

跟着牡丹看世界，法国、日本等国及斯里兰卡驻华使馆内牡丹盛开

洛阳牡丹香飘万里 异域绽放国色天香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刘朝辉）21日，
洛阳市启动第41个“爱鸟周”主题宣传活动，以“守护蓝天精
灵，共享美好家园”为主题，通过举办鸟类摄影作品展、爱鸟护
鸟签名活动、文明观鸟拍鸟倡议等方式，增强全社会保护意
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图）

生态环境好不好，鸟类是用翅膀来投票的。近年，洛阳高
度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持续加大以候鸟为重点的野生
动物保护力度，加强自然保护地建设和湿地生态修复，相继建
立了总面积达14.12万公顷的39处自然保护地，鸟类及各种
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种群得到较好恢复。目前，全
市观测记录鸟类431种，占野生陆栖脊椎动物总数565种的
76.28%。黑鹳、大鸨、中华秋沙鸭、灰鹤、白琵鹭、大天鹅等70
多种珍稀濒危鸟类常年来洛越冬。

当日，市林业、城管等部门联合发出了爱鸟护鸟、文明观
鸟拍鸟倡议，呼吁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保护鸟类等野生
动物。同时，群众发现捕捉、投毒、猎杀野鸟和破坏野鸟栖息
地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向当地林业部门或公安部门举报，
共建绿色美好家园。

洛阳观测记录鸟类
达43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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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洛龙区安乐镇曙光社区的芍药花田，花农们正进行切花作业；在加工车间，鲜切花经
过补水、修枝、包装、冷藏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国内外鲜花市场。

依托牡丹、芍药种植资源优势，洛龙区安乐镇与洛阳市神州牡丹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打造集文化、
科技、生态等于一体的鲜切花产业基地“花漫里坊”，通过项目运营，增加集体经济收益和群众收入。目
前，近600亩芍药鲜切花正陆续进入各地鲜花市场。鲜切花助力群众实现“花”样生活，为乡村振兴增
添新动力。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俊望 陈琳 摄

芍药鲜切花 铺就致富路

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晚开品种牡丹绽放 洛报融媒记者 鲁博 摄

斯里兰卡驻华使馆内绽放的牡丹

日本冈山市牡丹园内的牡丹仙女像日本冈山市牡丹园内的牡丹仙女像法国图尔市公园内盛开的牡丹法国图尔市公园内盛开的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