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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最早的用处是什么？第一枝留洋欧洲的洛阳牡丹去了
哪个国家？在11日开展的“典籍中的牡丹”专题展上，这些问题都
能找到答案。

展览由中共洛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办、洛阳方
志馆承办，旨在深入挖掘牡丹文化，以典籍力量让游客全面、深
入了解洛阳牡丹。整个展览以牡丹为主题、典籍为主线，分“寻花
之源”“赏花之芳”“品花之韵”“游花之节”“兴花之业”五个部分，
包含249 张图片、216件展品，通过各类音频视频资料为游客营
造沉浸式观展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牡丹的由来
脉络、发展演变、文化意蕴，展示洛阳日益繁荣的牡丹节会和牡
丹产业。

洛阳方志馆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开放，参观需携带身份证。
开馆时间：9：00—17：00（16：3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地址：洛龙区开元大道市民之家西塔楼

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见习记者 马乐

“典籍中的牡丹”专题展开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楚瑾姬）昨日，记者从
市商务局获悉，作为“惠享花城 嗨购洛阳”牡丹消费季系列活动
之一，2023年洛阳市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将于24日在孟津区文
博中心会展馆举行，活动持续至26日。自即日起，感兴趣的农产
品生产企业可报名免费参与。

本次活动以“花开洛城迎宾客 瓜甜果美酒飘香”为主题，设
置本地特色农产品展区，集中展销我市特色农产品，助力农产品
品牌推广及销售渠道拓展，推动城乡消费和乡村振兴。另外，活
动还将集中展示一批市场上较为流行的新能源、中高端品牌车
型，推出优惠活动，刺激汽车市场消费。

本次活动面向全市征集报名者，诚邀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企
业、老字号、预制菜企业、农产品电商企业等参加，咨询报名电话：
高占涛15670366126、许星华15937958882。

相关企业可报名免费参加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即将举行

一朵花带火一座城。近日，洛
阳牡丹珍品银丝贯顶盛开，“带刀侍
卫24小时轮流值守”的话题火爆全网。

洛阳地脉花最宜，遇见牡丹珍品，这实属“基本操作”。在国
际牡丹园里，有一种牡丹好似银丝贯顶的“异域表亲”，不仅花型
与之相似，颜值也超高，这就是楼兰美人。

楼兰美人有多美？皇冠型的花朵玲珑可人，粉白色的花瓣
细长卷曲，瓣中央如浸染紫霞，清逸秀雅，微风拂过，宛如美丽少
女在翩翩起舞，最是迷人在花基，如一坛紫红色的琼浆，深邃而
热烈。

国际牡丹园董事长刘少丹介绍，楼兰美人是该园采用人工定向
杂交方式，经过10多年时间精心培育而成的牡丹珍品，于2007年
被中国牡丹芍药协会新品种审定委员会正式命名。

楼兰美人花型属于“楼子”系列，是蓝色系牡丹，取“蓝”字谐
音，故起名楼兰美人，充满神秘的异域色彩，其观赏性可媲美银丝
贯顶。 邱明 文/图

楼兰美人
翩翩起舞

■ 为方便全国游客来洛共赴“牡丹之约”，洛阳北郊机场
近期新增了洛阳至揭阳、洛阳至杭州、洛阳至西宁3个城市航
点，增加大连班次至每天1至2班，增加南昌班次至每天2班，
增加呼和浩特班次至每天1至2班。4月13日至5月11日，
南方航空洛阳至深圳的往返航班（深圳8：25—11：00洛阳，
洛阳12：35—15：10深圳，航班号CZ8553/8554）再次增加班
次，实现每天1至2班。 （余子愚 徐丽）

■ 自14日起，洛阳博物馆每周五、周六将开放夜场，开
放时间为17：00至20：00，19：30停止入馆。夜场开放期间，
参观名额限定为 3000 人。其中，常设陈列（一楼河洛文明
展）1500人，特展（曌——武则天和她的时代）1500人。夜场
实行实名预约参观，请大家关注洛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在公
众号内预约，按预约时间段入馆参观。夜场开放期间不提供
人工讲解服务，游客可选择在展厅一楼租赁智能导览设备等
自助方式进行参观。 （智慧 魏薇）

编者按：牡丹雍容华贵，被誉为
“花中之王”。提及牡丹，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赏花。如今，一朵牡丹早已突
破传统美学的观赏价值，优三产、强二
产、带一产，成为彰显城市魅力的文化
之花、形成完整链条的产业之花、带动
群众增收的富民之花。本报今起推出

“牡丹产业气象‘新’”系列报道，聚焦
牡丹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助力
叫响“国花牡丹”品牌。敬请关注。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
若狂。

春日的古都洛阳，牡丹，这朵早已
根植中国文化、融入国人生命、象征富
贵繁荣的国民之花竞相绽放。此刻，
在各大观赏园里，天南海北的人纷至沓
来，共赴一场国色天香的春天之约。一
袭汉服、漫步花丛，穿越古今、品味文
化，“牡丹+汉服”频频登上热搜。

以花为媒，热起来的不只是汉
服。当下，牡丹“触网”，电商直播成为
盆花鲜切花销售的新渠道；牡丹“入
馔”“入饮”“入妆”，开发出琳琅满目的
牡丹食品、饮品、化妆品；牡丹“下乡”，
在黄河之滨、丘陵旱塬、南部山区，扮
靓了河洛乡村，搞活了乡村经济；牡丹
更承载着城市形象，走向全国全球，盛
开在都市街头、高等学府，让“洛阳牡
丹甲天下”品牌更加熠熠生辉……

“月销 6000 单，销售额 70 多万
元！”在老城区土桥社区，年轻人冀亚
男已然是花农们羡慕的“网红”。她从
父亲手中接过大棚基地，仅用两年时

间，就创造了令村里长辈们刮目相看
的业绩。

土桥社区是一个被牡丹带富的社
区。几十年来，乡亲们种牡丹、卖牡丹，
依靠摸索和科技实现了“花开遂人
愿”。今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变
成“新农活”，牡丹“触网”颠覆了传统销
售模式，迅速实现销量倍增，越来越多
的花农已经开始向周边县区扩展基地。

洛阳牡丹走俏电商渠道的同时，
也加速走出国门。如今，以国家级出
口牡丹芍药种苗花卉质量安全示范区
为龙头，神州牡丹园艺等企业的牡丹
种苗、鲜切花已实现常态化出口欧美
等国家和地区。

还是土桥。洛宁县赵村镇的土桥
村，地处丘陵旱塬，十年九旱。随着强
佑集团进驻，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洛阳
最大的乡村牡丹观赏基地和牡丹芍药
鲜切花基地之一，规模有2000多亩。

“别看牡丹婀娜多姿，它还是名副
其实的铁秆作物，既抗旱又耐冻。”强
佑基地负责人赵柄旭说。企业瞄准赏
花、鲜切花、油用三大方向，配套建成
了牡丹花茶、牡丹籽油生产线和鲜切
花气调库，有效带动了县域发展和群
众增收。

牡丹产业“闯市场”，标准制定至
关重要。近年，“洛阳牡丹”获批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凤丹牡丹和牡丹
籽油被国家列入新资源食品名录，由
洛阳重点参与的牡丹籽油国家标准正
式实施，牡丹产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

走进国家牡丹园牡丹产品展示
馆，“一朵牡丹”全花茶在杯中“盛开”，
茶香沁人心脾，给人以全新的视觉和味
觉享受；牡丹花瓣经特殊工艺处理，与
馅料巧妙融合，来一口牡丹鲜花饼唇齿
留香；牡丹精油与美妆融合打造的牡丹
特色化妆品，也备受顾客欢迎……

牡丹擦亮了城市名片，也激活了
文化基因。陶瓷技艺与牡丹文化完美
融合的牡丹瓷，让一朵朵牡丹“盛开”
在瓷盘上，栩栩如生，屡屡被作为“国
礼”登上大国外交舞台。在孟津区平
乐社区，乡亲们爱牡丹、画牡丹，在行
云流水的勾勒之间，创作出一幅幅吉
祥富贵的农民牡丹画，“中国牡丹画第
一村”享誉全国。

“洛阳牡丹甲天下，源于文化的
传承，更要推动产业的兴旺。”市林业
局负责人表示，未来，洛阳将持续聚
焦打好“国花牡丹”牌，拉长产业链
条，挖掘文化内涵，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要效益，真正让牡丹产业“香
飘万里”。

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洪星 志民 文/图

“花样经济”别样红

项目引擎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孟津区
平乐镇

走进位于孟津区平乐镇张盘村的洛阳高速公路养护综合基地，项目建设工地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这充满
希望的季节铆足干劲，加紧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平乐镇认真贯彻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坚持“项目为
王”理念，聚焦孟津区“345”发展战略，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为镇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护航助力。

精准谋划
画好发展规划图

镇党政领导干部多次实地调研，
围绕“现代物流枢纽镇、现代文旅示范
镇、现代农业样板镇”建设目标，研究
出台《平乐镇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明确15项具体保障措施，实
施企业服务、招商引资、环境优化三大

提升行动，认真梳理谋划全镇重点项
目 17 个，打响了项目建设的“发令
枪”，一批关乎民生、利于发展的好项
目、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挂图作战
跑出建设加速度

该镇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在项
目建设一线听取情况汇报，协调解决

问题。建立副科级领导责任制，包工
作协调、包问题解决、包督促落实、包
目标实现，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实行工
作项目化、任务数字化、考核节点化，设
立红黑榜，对重点项目明确目标任务、
建立责任清单、倒排时间进度，周督导、
月通报、季考评。强化重点项目调度
管理，坚持季度综合调度、每月专题调
度，推动项目调度常态化。今年以来，

先后召开企业项目调度会7次。

强化督导
浇灌项目攻坚责任田

由镇纪委、镇党政办、镇工业办组
成项目督查专班，不定期到项目施工
现场开展实地督查，紧盯项目进程，梳
理汇总堵点问题，重点解决项目建设
中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衔接不紧密
等问题，截至目前，先后发放工作提示
函5份、督查通报8份，协调解决问题
31个，为项目高效推进保驾护航。

下一步，平乐镇将继续抢抓机遇，
全力以赴做好重大项目谋划、落地、实
施等工作，推动项目建设天天有进展、
周周有变化、月月有成效，全力为平乐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王明明 杨嘉璇 杨舒涵 文/图河南交投洛通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地现场河南交投洛通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地现场

楼兰美人

国色天香竞芳菲 牡丹含笑迎嘉宾
“娇娆万态逞殊芳，花品名中占得

王。”各牡丹观赏园牡丹已进入盛花
期，园内猬实、黄刺玫等盛开。

王城公园

全园共有约580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 65%，主要
分布在牡丹仙子、甘棠洲、紫云天香
台、王城春早、傲梅渲春观赏区。盛开
的牡丹品种有天衣、丹阳、日暮、岛乃
藤、新七福神、八千代椿、黄冠等，初开
的牡丹品种有公主、连鹤、麟凤、白王
狮子、海黄等。园内木香、猬实、蓝叶
忍冬等花团锦簇。大门内广场“只闻
花香”、北门入口“莫问流年”景点采
用花境式配置，巧妙结合旱溪、景石
元素，各色宿根花卉与牡丹随风摇曳，
交相辉映，营造王城公园赏花打卡新
亮点。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全园共有约670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60%，主要分
布在九色园、百花园、特色园、科技园。
盛开的牡丹品种有浪花锦、太阳、日月
交辉、和政玛瑙盘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蓝玉三彩、陇原红、胜景、圣代等。其
中，稀有品种银丝贯顶盛开，一株上有
多种颜色的什样锦初开。此外园内绣
球荚蒾、流苏、猬实、紫藤竞相绽放。最
佳观赏区：牡丹科技园、百花园诗廊。

中国国花园

全园共有约590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7%，主要分
布在东门内广场、开元富贵广场、二乔
亭、国色广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白
神、日向、闪东紫、明石泻等，初开的牡
丹品种有海黄、镰田藤、名望、棕斑雪
菲等。园内黄刺玫、紫藤、棣棠竞相开
放。最佳观赏区：东门内广场、国色广
场周边。

国家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675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9%，主要分

布在南园牡丹展览馆、凤丹林、基因
库、国际牡丹品种区、精品园、北园广
场西、北园广场东、江南品种区、西
南品种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赛墨
莲、青龙卧墨池、墨玉存金、黑夫人、
寿星红、太阳、芳纪、岛锦、百园红
霞、冠世墨玉、金玉良缘、太平红、洛
阳春、酒醉杨妃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紫红殿、软枝蓝、五洲红、红旭、大
藤锦、肉芙蓉、银红巧对、香玉、白玉
等。园内荷包牡丹、紫藤、棣棠、樱花
等繁花似锦。

国际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400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2%，主要分
布在华夏园、锦绣园、寒牡丹种植区。
盛开的牡丹品种有楼兰美人、芳纪、旭
港、花王、岛大臣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彩云追月、春柳、群乌、镰田锦、八千
代椿等。园内荷包牡丹、黄刺玫、蓝叶
忍冬盛开。

神州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398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6%，主要分
布在国花坛、精品观赏区、花仙宫南侧
观赏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雪映桃
花、霓虹焕彩、新日月、十八号、岛锦、
腰带红、春红娇艳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雪峰、雪原紫光、蓝线界玉、蓝田玉、
第一娇、蝴蝶探雪、朝阳红等。园内棣
棠、樱花等盛开。

牡丹公园

全园共有约18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2%，主要分
布在古牡丹园、瀛园。盛开的牡丹品

种有绿香球、新七福神、海黄、连鹤、明
石泻、瑶池贯月等。

西苑公园

全园共有约20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3%，主要分
布在运动区、太极广场、牡丹画廊。盛
开的牡丹品种有八千代椿、四川墨魁、
岛锦、茄蓝丹砂、飞燕红妆等。

洛阳郁金香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48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该园牡丹的55%，主要分
布在牡丹东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银
粉金鳞、二乔、黑光司、丛中笑、迎日
红、花王、珊瑚台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岛大臣、乌龙捧盛、黄冠、紫蓝魁、魏
紫等。园内郁金香盛开。

第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花
情预报小组

2023年4月12日

牡丹籽油

我市聚焦打好“国花牡丹”牌，延链条、育业态、兴文化、
树品牌，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

牡丹鲜切花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花开正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花开正艳 马亚哲马亚哲 摄摄

中国国花园牡丹中国国花园牡丹
竞相绽放竞相绽放 张义康张义康 摄摄

王城公园花团锦簇 王浩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