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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龙区古城街道：

多措并举打好“扫黄打非”组合拳
为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树

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连日来，洛龙区古城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积极行动，出硬
招、齐发力、严打击，扎实推进“扫黄打非”工作
在基层落地生根。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街道坚
持党建引领，树立“一盘棋”思想，成立以党工
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街道、
社区两级“扫黄打非”工作站，深化“扫黄打非”
办公室与派出所、市场监管所等相关单位的
沟通与协作，形成强大合力。同时，实行网格
化管理，明确责任分工，定期召开会议，分析
形势、查找问题、部署任务、推进落实，确保工
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有人督。

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街道通
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播放广播、网格微
信群宣传、“绿书签”进校园活动等“线上+线
下”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开展“扫黄打
非”宣传教育，介绍“扫黄打非”的重点及意义，
普及识别非法图书的方法和发现有害信息的
举报方式等，鼓励和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扫黄
打非”工作。

注重专项检查，筑牢安全屏障。街道“扫
黄打非”办公室对辖区内书店、文具店、
KTV、网咖、打印店等经营场所进行集中检
查，要求经营业主持证经营，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行业自律，依法依规经营，营造清朗、健
康、文明的文化氛围。 （张依晨）

自2月24日开始，省县两级剧团
走进伊川县乡村演出，引来数万群众
观看，掌声、叫好声不断。

伊川县鸣皋镇邢庄村是革命老
区，也是当地有名的戏曲之乡。前两
年受疫情影响，村里每年一度的“二
月二”古刹庙会暂停，戏曲演出也随
之中断。今年，村“两委”班子在乡贤
的支持下，筹集资金邀请县豫剧团到
村里演出三天七场大戏，同时有商贸
活动走进村里，让村民在家门口看大
戏、赶大集。

“邢庄村原来有剧团，后来解散
了，村民们要求很高，一般的戏在村

里打不响。看到县剧团在村里演出
博得村民们阵阵掌声，我和村‘两委’
干部都放心了。只要村民高兴，我
们累点没什么。”村党支部书记刘
站锋说。

距邢庄村 4 公里的鸣皋镇贾村，
村党支部书记彭武强请来了省里的
剧团，演出现场人山人海，不仅吸引
了周边的村民，连西邻的宜阳县村民
也搬着凳子到贾村看大戏。因为省
里剧团演出场次有限，村民赵老汉
说：“戏唱得真好，就是场次少了点。”
在贾村大戏结束后，他又驾驶着三轮
车到邢庄村看戏了。 （葛高远）

近日，宜阳县 2023 年春季花椒种植技术培训班在
香鹿山镇开班，县花椒产业专班联络人、县农业农村局
信息中心及香鹿山镇相关领导出席开班仪式，来自香鹿
山镇 20 个花椒种植村的种植大户、花椒专干近 200 人
参加培训学习。

本期培训班邀请河南科技大学昆虫学专家董钧锋教
授讲解花椒病虫害防治技术，由农业科技报特聘专家、县
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穆造林结合近年来花椒市场走
势，讲解花椒产业发展方向及冬春季花椒修剪技术。下
午实践课，专家在香鹿山镇潘寨村花椒种植基地现场指
导冬春季花椒修剪管理。培训课后将开展理论与实践考
核，考核合格颁发由县农业农村局加章的培训结业证书。

花椒是宜阳县的主导农业产业，宜阳花椒粒大肉丰、
麻味纯正、品质优良，是全国花椒市场中的上品。2020
年12月，宜阳花椒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2022
年种植面积12万亩，挂果面积超过11万亩，鲜花椒产量
突破4200万斤，产值突破2.5亿元。

此次培训，提升了椒农种植管理水平，促进了花椒产
品质量提升，打造出受市场欢迎的宜阳精品花椒，为宜阳
花椒蹚出一条健康有序发展的康庄大道。 （张翔）

伊川县鸣皋镇：

家门口看大戏 乡亲过足瘾

宜阳县2023年春季花椒种植技术培训班开班

教授课堂讲课 专家田间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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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株凤丹。1994年4月15日，第12届洛阳牡丹花会
在王城公园开幕。当天，地处陇海线与310国道交叉口的白马
寺立交桥及其引线工程建成通车。

4月16日，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偃师召开，来自国内，以
及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1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一盛会。

4月18日，牡丹花会庆祝大会及大型文艺演出《欢聚牡丹
城》在一拖体育馆举行，省市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随后
进行了实况转播。演出由“国色天香”“牡丹情意”“走向辉煌”三
部分组成。引人注目的是，国内外一些友好城市（区）——北京
市西城区、青岛市、吉林市、乌鲁木齐市、呼和浩特市，以及法国
图尔市、日本冈山市等派人参加了演出，场面宏大。

当晚还举行了“牡丹焰火晚会”，观者众多。焰火分“洛阳春
早”“万民同庆”“百花争艳”“花城之夜”四部分施放，造型图案新
颖别致，高空礼花璀璨夺目，天幕上“繁星”闪烁，古都的夜晚绚
丽多彩。数万名观众与中外嘉宾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4月21日，洛阳首届文物复仿制品博览会在洛阳博物馆开
幕，唐三彩、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碑碣拓片、字画、木雕、澄
泥砚、仿古工艺品等10个大类数百个品种的5000余件展品琳
琅满目，几可乱真，为国内外收藏家、爱好者提供了观赏、收藏的
好机会。

第12届洛阳牡丹花会期间，共接待中外游客140万人次，
其中境外游客7000余人。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第12届牡丹花会
焰火表演点亮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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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宾（中）和同事探讨雕花技艺

5日，记者在真不同饭店见到李玉
宾时，他和同事们正在后厨忙碌。“来
洛阳的游客越来越多，俺们也跟着忙
起来、跑起来。”休息间隙，李玉宾分享
了他参与、见证洛阳水席因“国色牡
丹”被更多人熟知的往事。

洛阳水席调和南北口味、东西咸
淡，兼收并蓄，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
并称为“洛阳三绝”。今年48岁的李玉
宾是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第六代
传承人，已在真不同饭店工作了30年，
从学徒成长为主厨。

“我学的烹饪专业，中专毕业就来
到真不同。”李玉宾说，洛阳水席有上
千年的历史，在洛阳民间广为流传。
但曾因菜式老、档次低、用料操作“落
伍”，洛阳水席在外地游客中的知晓度
很低。随着“一年一度牡丹之约”影响
力与日俱增，从五湖四海涌入洛阳的
游客，带火了洛阳旅游，也给“萧条”的
洛阳水席带来了曙光。

1993 年，在我市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下，真不同新建的营业大楼投用。
店外，由著名作家李十

淮题写的“真不
同”鎏金大字门头格外耀眼；店内，充
满牡丹元素的桌椅、餐具古韵十足，尤
其是唐风装扮的服务人员让人犹如穿
越。一楼大厅设置的“水席博物馆”，

让食客们在品尝洛阳名菜的同时，享
受文化盛宴。

“赏牡丹饱眼福，吃水席饱口福。”
为让游客对洛阳味道留下深刻印象，
真不同又依托洛阳民间水席特色，开
发出宫廷水席及武皇水席两款中高端
水席，二十多道菜品各有特色，每道菜
还被赋予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李玉宾回忆，2002 年牡丹花会前
夕，真不同正式推出这两款水席，深受
食客们喜爱，在餐饮界引起不小轰
动。同年，洛阳水席被认定为“中国
名菜”。

此后数年，真不同被授予“国际餐
饮名店”称号，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李玉宾的师傅、时任真不
同饭店总经理的姚炎立被国务院认定
为“真不同洛阳水席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至此，真不同
乘着“国色牡丹”的东风，驶入发展快
车道。

“每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我们都忙
得脚不沾地，胳膊腿抽筋是家常便
饭。店外排队的旅游大巴、私家车看
不到尽头，店内几乎每天都是一座难
求。”李玉宾说，他印象最深的是 2012
年。这一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店里仅
接团餐就超过 5000 余次，人数达 5 万
余人，营业收入强势增长。

“洛阳牡丹甲天下。真不同洛阳水
席的走红，得益于牡丹文化节的巨大影
响力和强势引流。”李玉宾说，他会握
紧传承洛阳水席的“接力棒”，用真心付
出做好洛阳水席盛宴，把“洛阳水席”文
化名片擦得更亮，让游客在“赏国色、
品水席”间了解洛阳、爱上洛阳。

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文/图

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李玉宾：

国色牡丹带火洛阳水席

李玉宾展示即将上桌的牡丹燕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