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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日8时24分，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戏曲艺术
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潘华的手机“嗡”的一声响，收到到账提
醒：142.1元。

看到这个熟悉的数字，潘华瞬间湿了眼眶，既悲痛，又
感动。

这笔钱，是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终身教授、豫剧大师马金凤
的儿子马建新代母交纳的党费。

然而，就在3天前的5月29日清晨，马金凤老人走完百年
艺术人生，在青岛与世长辞。

“作为戏曲艺术学院党总支的一员，马金凤老人每月1日
定会委托其子女为其交纳党费，这已成为她多年雷打不动的
习惯。”潘华边翻看她与马建新的转账记录边说，马金凤老人
是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么多年，始终坚守入党
初心、从艺初心。

潘华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马金凤老人第一
时间打电话向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了解情况，并很快委托子女
把1500元特殊党费转给学院，助力疫情防控。

但是这次，当大家还沉浸在失去大师的悲痛之中，忙于料
理后事的马建新遵照母亲生前惯例代她向党组织交纳了最后
一笔党费，令人心生感动和力量。

见潘华未及时收取账款，马建新又发来一条信息：“请允
许我代老娘交最后一次党费吧！”

潘华见状，郑重地收下了这笔钱，并对马老的逝世表示沉
痛哀悼，向马建新的感人举动表示崇高敬意。

“马老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深刻影响和激励着学生们
向上向善！”马建新代母交纳“最后的党费”一事，很快在洛阳职
业技术学院传开，戏曲艺术学院2020级戏曲表演班学生樊星
月说，作为戏曲专业的学生，一定会勤奋练艺，把优秀的中华传
统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以实际行动致敬老一辈艺术家。

洛报融媒记者 孙自豪 通讯员 常书香

“请允许我代老娘
交最后一次党费吧！”

现场短新闻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李欣）记者近日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规范管理，维护
其良好发展秩序，推动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正能量，
市民政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
项整治行动。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要通过专项整治
行动的开展，清除一批名存实亡的分支（代表）机构，整改一批
不规范的分支（代表）机构，激活一批效能不高的分支（代表）
机构，着力防范化解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风险隐患，促进
社会团体高质量发展。

社会团体设立的分支机构（包括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代表机构，符合“已完成社会团体授权任务和宗旨使命的”“超
出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等 20 种情形之一
的，纳入本次专项整治范围。

该负责人表示，各县区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社会团体
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责
任分工，精心组织实施。要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公布
投诉举报方式，鼓励群众和社会团体会员积极举报，提供违
规问题线索。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监督举报电话：63940214

清除一批名存实亡的机构

我市开展社会团体
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

扫码查看本次专项整治范围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

n/1103235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王艳杰 通讯员 李玮 马
宏）昨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日前宜阳县水沟庙大蒜

（证明商标）被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清单。这是我市首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被列入《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清单。

宜阳县水沟庙大蒜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末年。新
中国成立后，水沟庙村拆分为东阳、上沟、南村 3 个行政村。

“水沟庙桥头——蒜市儿（算事儿）”是当地及周边地区流传已
久的歇后语。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优势和长期积累
的种植经验，水沟庙大蒜以其瓣大、皮白、味鲜辣、蒜汁浓而不
沉淀、隔夜不变味的过硬品质畅销各地。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于2020年9月14日签署，2021年
3月1日正式生效。随着《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生效，列入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清单中的175
个地理标志产品将会在欧盟获得地理标志保护，宜阳县水沟
庙大蒜列位其中。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清单发布

宜阳县水沟庙大蒜入选

记者近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批准发布两项洛
阳市地方标准，分别是连翘栽培技术规程和洛河艾栽培技
术规程，自6月16日起正式实施。

洛阳山区资源丰富，气候温润，具有发展连翘产业、艾
草产业的良好条件。目前，全市连翘种植面积16.9万亩，
年产量2.9万吨，有规模性种植加工经营主体12家，全市
艾草种植面积达5.7万亩，年产量3.1万吨，有规模性种植
加工经营主体15家，因此迫切需求制定种植技术规程，以
便于更好地加快连翘和洛河艾产业健康发展。已经发布
的两项洛阳市地方标准规定了栽培环境、繁殖、采收及包
装贮藏条件等详细内容。 （李岚 孙怀真 刘延庆）

我市发布两项栽培技术市级地方标准

端午节临近，昨日，洛宁县景阳镇洛阳康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粽香扑鼻，工作人员正在加工、包装竹筒粽子。

近年来，该县依托境内丰富的淡竹资源优势，积极引进生产企业，
发展竹筒粽子加工特色产业，吸引群众进厂务工，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和群众收入，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鲁博 金曦 通讯员 李峰 杨慧怡 摄

在剧本杀体验中传承红色精神

夏日里的宜阳，生机盎然。走进
位于锦屏镇的宜阳卓创陶瓷文化创
意园“红星小镇”，两个陶塑娃娃立在
门口，圆圆的肚皮、大大的嘴巴，憨态
可掬。“这个陶塑作品的名字是《唱支
山歌给党听》。”说话的，就是陶塑作
者赵宏涛。

走在“红星小镇”，路边的陶塑整
齐排开，让人不由自主感叹：“这个小
镇有点儿意思。”

沿着摆满陶塑的小路一直走，来
到“宏涛艺术工作室”，文艺气息扑面
而来。坐在石墩上给爷爷捶背的娃
娃、一手端相机一手比“耶”的老汉、
站在树下喊娃的妈妈……一个个小
型泥塑又将河洛乡村质朴而又温馨
的场景展现在眼前。

“烧制的大型陶塑是从小型泥塑
发展而来的，这些小型泥塑展示的虽
然都是农村的场景，但我做的人物更
时髦。”赵宏涛走到一个泥塑旁，只见
一位老汉怀抱吉他，另一位老汉手握
麦克风引吭高歌，表情陶醉。“我想要
展示的是新农村、新生活，让更多人
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河洛文化。”

55岁的赵宏涛是宜阳县韩城镇
官庄村人。从小就喜欢玩泥巴的他，

十几岁时就跟着当地的民间艺人张
乾学艺。“通过学习才知道，想把泥巴
捏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1987 年，
赵宏涛去西安美术学院学习油画雕
塑，就此开启了他的艺术生涯。

学成之后，赵宏涛靠努力和实力
积攒了财富。“但心里始终空落落
的。”2010 年前后，他毅然回到家乡
创业，开办陶艺班和陶艺厂。

小泥巴能捏出啥新花样？赵宏
涛返乡创业之初，周围不少人都不看
好，他却毫不动摇：“泥塑展现的是文
化，文化在进步，泥塑也要变。”

赵宏涛大胆地将河洛民俗与现
代文化相结合，再通过夸张的手法，
创作出《乡村乐队》《喊娃》等陶塑作
品。这些作品展现出河洛地区老百
姓的真实生活，栩栩如生、风趣诙谐，
颇受市场欢迎。

2017 年之后，随着赵宏涛的工
作室和体验馆进驻“红星小镇”，他的
陶艺产业发展也走上快车道。

乡贤的带动也催生了特色产
业。如今，当地已有约100名村民学
泥塑、做泥塑，45岁的赵保镇村民青
松就是其中之一。青松跟随赵宏涛
学了 4 年，每年在外面兼职做假山、
浮雕等，就能挣三四万元。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许
多乡村建设需要大型户外雕塑，
赵宏涛的陶塑作品也走到街头
巷尾。“市场大有可为，既扮靓
了乡村，也展示了河洛文化，
年产值大约 200 万元。”赵宏
涛自豪地说。

在“红星小镇”，赵宏涛的
成功并非偶然，该园区通过成
立县级乡贤联盟基地，搭建乡
贤创业平台，吸引项目进驻。
目前，园区已进驻企业61家，
43名乡贤实现成功创业。

洛报融媒记者 王
雨 王 艳 杰 通 讯 员
张珂 段雪 文/图

宜阳人赵宏涛返乡创业发展陶塑，展示新农村新生活

小泥巴捏出大产业

憨态可掬的泥塑作品憨态可掬的泥塑作品

陶塑作品陶塑作品《《喊娃喊娃》》

让观众云游博物馆，开设数字化
展厅，引进文物剧本杀……如今，我市
博物馆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文物“活
起来”，而且互动式观展、沉浸式体验
让博物馆一改昔日“高冷”形象，吸引
了更多年轻人。近日，记者走进我市
多家博物馆，体验“科技+创意”注入的

“勃勃生机”。

云游博物馆
观众足不出户享“大餐”

“突破线下游览的限制，进入线上
的全景展厅，仿佛进入铜镜世界，深入
感受古代铜镜蕴含的社会变迁。”40岁
的黄南通过“洛阳博物馆”微信公众
号，遍览了洛阳博物馆，还跟随地图导
览细细品味了“洛镜铜华”“丝路华光”
等展览。

更让黄南惊喜的是，登录“东方博物
馆之都”微信公众号，可以足不出户享受
洛阳的“文化大餐”。比如，洛阳民俗博
物馆的“轨物范世”线上展厅，展示了大
量“三维文物”，让观众近距离尽情观展。

截至目前，“东方博物馆之都”线上
平台汇集全市 102 家博物馆线上数字
化内容，共有线上展览40余个、语音讲
解1400余条、视频（直播）60余条，实现
了全市博物馆信息网上查阅。

近年来，我市博物馆从熙熙攘攘
的团队游，到自由随心的个人游，再到

打破时空界限的线上游，数字化技术
让更多文物藏品得到活化利用。

沉浸式体验
将文物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颠覆式创
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式
传播”的理念把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
文旅产业优势，努力打造沉浸式文旅
目的地。

360°近距离观赏国宝，用编钟自

己创作乐曲……日前，记者在洛阳博物
馆看到，该馆运用多媒体投影墙、VR投
影、幻影成像等多媒体技术和手段，为
广大观众展示十三朝古都洛阳历史文
化的辉煌灿烂和独特魅力。

而在牡丹博物馆，牡丹诗文的互动
体验让观众有了全新感受。观众站在玻
璃幕前，雷达感应到观众后便在玻璃幕
上显示诗人形象，随即观众点击想要咏
诵的诗文，便可与诗人进行千年“对话”。

“如今，直播云游、抖音带货等方式
多样。”市文物局局长余杰说，科技赋能

推进博物馆数字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了
游客的互动体验。

创意赋能文物
讲述文化厚重的“洛阳故事”

“太尽兴！曲折的故事情节很快将
参与者带入角色。”近日，八路军驻洛办
事处纪念馆试运行推出了红色剧本杀

《无名》《回望峥嵘》等体验活动，体验者
曹芸兴奋地与记者分享了感受。

同曹芸一起参与红色剧本杀的有
20多人。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专业的演
员配合演绎下，体验者在游玩中重温红
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沉浸式剧
本娱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侃介
绍，国内已有部分博物馆与剧本杀跨
界融合，有的依托文物挖掘故事创作
剧本，有的是与博物馆展览融合打造
剧本杀项目，“这种新业态让博物馆一
改‘高冷’形象，带着勃勃生机走进年
轻人的生活”。

“洛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未来
将以洛阳历史文化为素材、以博物馆为
实景打造更多剧本杀项目。”余杰说，通
过创意赋能文物，讲述文物背后故事，
持续提升“东方博物馆之都”的品质和
影响力。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张路
路 魏薇 栾少鹏 文/图

“科技+创意”让文物“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