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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牡丹，如中国龙这般侧身绽
放。紫红色的大花瓣质地如绸缎，

“龙袍加身”侧开之下，不仅透着一股
“平视众芳”的从容，似乎也在召唤
“请君只看洛阳城”。

国际牡丹园里，中国龙花开正
浓。作为黑色系牡丹，它的花朵呈深
紫红色，荷花型，花瓣基部有墨紫色
大斑，黄色花蕊镶嵌其中。该牡丹是
国际牡丹园引进的稀有品种，花朵外
瓣较大、内瓣较小，属“压轴登场”的
特晚开品种。

中国龙最奇特的地方是它的叶
子。多数牡丹的叶子比较宽大，而
它的叶子又细又尖，呈狭长深裂形，
且叶面有红晕，在牡丹丛中显得与
众不同。

目前，国际牡丹园全园共有约
520个国内外品种近24万株牡丹开
放，约占本园牡丹的67%。该园地处
邙山“小洼地”，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冷
凉“小气候”，园区牡丹以“精、晚、奇、
新”著称，花期将持续至5月中旬。

邱明 文/图

“平视众芳”中国龙

中国龙

记者昨日从隋唐洛阳城景区了
解到，为让更多游客沉浸式体验异彩
纷呈的国风演绎，感受千年历史与时
尚潮流的相互交融，“隋唐洛阳城 国
风穿越节”将延长至 5 月 3 日，国风
穿越节大型沉浸式线下“穿越”活动
将在九洲池继续精彩上演。此外，
22 日三月三上巳节当天，游客着汉
服做妆造可免费入园游玩。

本届牡丹文化节期间，无数游客
从各地慕名赶来，在“隋唐洛阳城 国
风穿越节”大型沉浸式线下“穿越”活
动中漫步隋唐、体验盛唐，追寻“神都
洛阳”身影。据统计，自4月以来，隋
唐洛阳城景区日均客流量保持在较
高水平，4月15日单日游客量近4万
人次，除去各类免票活动，景区游客
购票率较平时提升20%。

据介绍，“隋唐洛阳城 国风穿越
节”大型沉浸式线下“穿越”活动包括

“神都南市”“神都诡事录”“神都华裳
秀”“神都梦华录”“神都潮音汇”五大
主题活动内容，可为游客带来沉浸式
文旅新体验。一场场历史文化元素

丰富的主题活动，使得洛阳城市形象
在青年人脑海中更立体、更丰满。

此外，隋唐洛阳城景区还将国风
之美、潮流时尚与历史文化完美结
合，举办了“汉服华裳秀”等活动，并
邀请国内知名顶流KOL及抖音汉服
达人等担任景区“宣传官”。“洛阳的
汉服氛围太好了”“洛阳的小姐姐颜
值都这么高吗”“看盛唐美人还数洛
阳”等相继进入抖音热搜同城榜前
十，助力洛阳实现线上出彩。

据悉，本周六为三月三上巳节。
上巳节最早被收录在汉初文献里，在
上古时期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
日。春和景明，人们走出家门，聚于
水边，祭祀宴饮，举行清除不祥的祓
除仪式。女孩们要穿上漂亮的衣服，
临水而行，踏歌起舞，以驱除邪气，称

“上巳春嬉”。22 日，抖音国风达人
@四月将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与游
客共度上巳节。当天，游客着汉服做
妆造可免费入园。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通
讯员 赵奕鼎

本周六上巳节，游客着汉服做妆造可免费入园

“隋唐洛阳城 国风穿越节”延长至5月3日

昨日上午，“通达杯”全国农民画
创作大赛颁奖暨展览开幕仪式在偃
师区翟镇镇甄庄村洛神体育游园举
行，来自全国的 50 余名农民画家代
表参加此次活动，120幅农民画在现
场展出。

本次大赛由省美术馆、省美协指
导，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偃师区委共
同主办，吸引了全国各地农民画爱好
者踊跃参与。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
自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748 幅作品，经过初审和终评，共评
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20名、入选奖60名、创
意奖21名、优秀组织奖7个。

其中，我市农民画家创作的《风
味小吃翟镇美》（文豪）获二等奖，《偃
师产品名声扬》（王丽）、《美丽马蹄
泉》（史晓明）、《乡土》（白亚培）、

《“梅”开颜笑》（张琦）获优秀奖，《河
洛人民舞起来》（李安家）获创意奖，
翟镇镇甄庄村伊洛书画社获优秀组
织奖。

《葡萄园里喜丰收》《我家住在黄
土高坡》《美丽的琴声》……本次展出
的 120 幅农民画作品，构图大胆奇
特，色彩浓艳热烈，别具匠心又风格
各异，用心用情描绘了新时代乡村新

面貌、新变化、新生活，表达了农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展现了全国各地
农民画创作的较高水平。

“近年来乡村振兴建设取得的伟
大成就，无时无刻不影响和感染着农
民画家。‘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多角度
多层面去尝试创作，使农民画焕发旺
盛的生命力。”本次比赛一等奖获得
者、山西省运城市农民画家王淑红说。

如果您想欣赏这些全国顶尖农
民画，可于近日前往张海书法馆、洛
阳美术馆免费参观。

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刘龙选 石丹婷 文/图

全国农民画创作大赛颁奖暨展览开幕仪式举行

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农民有“画”说

“四月为爱奔赴洛阳”，洛阳文旅市场热度
不断攀升。记者了解到，自进入 4 月以来，洛
阳旅游年票也迎来办理高峰，不少市民持旅游
年票赏花观景，享受惠民红利，为文旅消费市
场添砖加瓦。

洛阳旅游年票发售量大增
前不久，家住涧西区的市民刘冉办理了一张

洛阳旅游年票。“外地的朋友打算来洛阳旅游，我
拿着旅游年票陪游龙门石窟、关林等景区，到牡
丹园看花，能省不少钱呢！”刘冉说。

国色飘香，百花争艳，洛阳各牡丹园里游人
如织。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旅游年票用户
可到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国家牡丹园4家牡丹园免费入园赏花，按照洛阳
旅游年票使用管理办法，还不受节假日和双休日
使用限制。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文旅市场火热，办理
洛阳旅游年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市旅游年票
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我市推出的
一项文旅惠民举措，洛阳旅游年票涵盖 53 个
景区，每张发行价为 90 元，让市民得到实惠。

4 月 1 日至 4 月 18 日，洛阳旅游年票共发售 6.7
万张，发售量较去年同期成倍增长。

助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全城剧本杀、国风穿越节、博物馆奇妙夜……

第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异彩纷呈，为广大
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洛阳文旅
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业内人士表示，在本地游、周边游趋势日益
明显的背景下，办张旅游年票，一有空就出去逛
逛，对有出游习惯的市民来说是个划算的选择。
同时，旅游年票让市民得到实惠，吸引更多人
前往进行二次消费，能给景区带来稳定、持续
的客源，这也推动本地客源市场得到有效开
发，激发“洛阳人游洛阳”的热情。

“从洛阳旅游年票的办理情况可以看出，本
地文旅市场的火热带动群众的旅游需求不断增
长。”河南科技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祖恩厚表示，
旅游年票可以让市民以较少的花费游洛阳，而且
旅游年票使用者大多不会单独旅游，一张旅游年
票往往能带动多人到多个景区旅游，从而撬动更
大的潜在旅游需求，有利于推动我市旅游产业加

快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提升服务水平 丰富旅游产品
洛阳旅游年票贴近群众需求，让市民得到了

实惠，释放了旅游业发展红利，对于旅游年票的
发行和使用，市民还有更多期待。

采访中有市民建议，洛阳旅游年票能否进一
步扩大覆盖面，比如和周边更多城市互通对接，
一方面让更多的优质文旅资源成为群众的福利，
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周边城市游客来洛阳游玩，
实现“引客入洛”。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洛阳旅游年票借助知名
景区带动冷门景区的客流量增长，让本地景区和
相关产业链都能受益。对于景区来说，应多注重
门票之外的旅游要素开发，增加更多参与性、体
验性、互动性强的文旅项目，以更好的产品和服
务吸引更多游客。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市还将
围绕洛阳旅游年票推出更多文旅惠民举措，同时
推动景区在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
夫，以客流增长带动文旅消费，进一步激发洛阳
文旅市场活力。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洛阳旅游年票发售量大增

惠民红利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本报讯 （洛报融媒记者 尹红
磊 通讯员 张晶晶）洛阳牡丹又开

“友谊之花”！记者昨日获悉，2021
年10月在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安
家”的洛阳牡丹如期绽放，大使馆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此消息传递
给洛阳。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牡丹园面
积约 200 平方米，共种植九大色系
240 余株洛阳牡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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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幕隐玉等品种。

“大使馆传来异域牡丹花开的好
消息，象征着中斯友谊如花绽放，我
们的付出很值得。”王城公园一名牡
丹种植技术员如是说。

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些
年，洛阳牡丹不断走出国门，在巴西、
美国等多个国家建园，洛阳牡丹的国
际知名度不断提升，“洛阳牡丹甲天
下”品牌的海外影响力不断增强。

在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安家”的洛阳牡丹如期绽放

国花牡丹“增色”国际友谊

谷雨初晴后 犹有牡丹香

一朵千金，帝城谷雨初晴后。粉拖香透。雅
称群芳首。如今，各牡丹观赏园内花开艳丽，外
园内芍药、玫瑰、月季、猬实等盛开。

● 王城公园：全园共有约220个品种牡丹开
放，主要分布在牡丹仙子、甘棠洲、春晓岸观赏区。
开花的牡丹品种有豆绿、春柳、金阁、黄冠、海黄等；
高山牡丹初开的品种有天衣、新日月、旭港、贵妃插
翠、雪映桃花、绿香球等；伊藤牡丹初开的品种有粉
涂鸦、柠檬梦、棒棒糖、希拉里、黑凤等。园内木香、
猬实、蓝叶忍冬等盛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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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辉映。

●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全园共有约 180 个
品种牡丹开放，主要分布在九色园、百花园、特色
园、科技园。开花的牡丹品种有金阁、豆绿、海
黄、长寿乐、公主、名望等；高山牡丹开花的品种
有冠群芳、岛锦、乌金耀辉等。一株多色的什样
锦牡丹也已经开放。此外园内绣球荚蒾、猬实、
红花槐、四季玫瑰、月季、马蔺、鸢尾竞相绽放。

● 中国国花园：全
园共有约 120 个品种牡
丹开放，主要分布在勺
园、国色广场。开花的
牡丹品种有金晃、金阁、
名望、海黄、黑沙堡等。
园内芍药、玫瑰、月季、
美丽月见草盛开。国花
园锦绣馆内牡丹初开，
初开的牡丹品种有雪映
桃花、贵妃插翠、百园红
霞、凤丹、洛阳红、香玉、
岛锦等。锦绣馆种植牡

丹50余个品种1800余株，采用智能温控技术，目
前馆内牡丹初开，预计五一假期进入盛花期。

● 国家牡丹园：全园共有约 426 个品种牡
丹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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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的牡
丹品种有豆绿、黑豹、帝冠、紫红殿、海黄、皇嘉
门、新七福神、长寿乐、花王、黄冠、旭港、玉麒麟、
白王狮子、绿洲缠丝
等。园内鸢尾、月季、
紫藤盛开。

● 国际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 520 个品
种牡丹开放，主要分
布在锦绣园、九色园、
华夏园、万芳园。开
花的牡丹品种有明石
泻、翁狮子、白妙、七
福神、海黄、旭港、黄

冠、瑞龙、八重樱、新日月、连鹤、绯司、白王狮子、
大杯、黑光司、渡世白、圣代等。园内金丝楸、猬
实、鸢尾盛开。

● 神州牡丹园：全园共有约 356 个品种牡
丹开放，主要分布在国花坛、天王台、精品观赏
区、百年牡丹区。开花的牡丹品种有层叠多娇、
黄翠羽、春柳、新日月、蓝海碧波、花王、日暮、日
月锦、镰田锦、白雁、罗马金、红梅飞雪、绿幕隐
玉、黄冠、海黄、金晃、瑞龙等。

● 天囿牡丹园：全园共有约 120 个品种牡
丹开放，主要分布在园内紫叶李大道两侧、枫杨
路两侧。开花的牡丹品种有花二乔、富贵满堂、
魏花、玉楼点翠、如花似玉、剪绒、海黄等。园内
紫藤盛开。

● 洛阳郁金香牡丹园：全园共有约45个品
种牡丹开放，主要分布在牡丹东区。开花的牡丹
品种有连鹤、太阳、蓝田玉、黄冠、菱花湛露、乌龙
捧盛、海黄、脂红、日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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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本组图片由马亚哲、张义康、李冬璞摄）

一等奖作品《葡萄园里喜丰收》

暮春天使暮春天使

紫霞万丈紫霞万丈

洛都女神洛都女神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牡丹竞相绽放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牡丹竞相绽放

王城公园内牡丹姹紫嫣红王城公园内牡丹姹紫嫣红

中国国花园内牡丹争奇斗艳中国国花园内牡丹争奇斗艳

夏日玫瑰夏日玫瑰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洪星 向召）记者日前从市林业局、洛阳市农林
科学院等单位获悉，我市2023年度申报的25个
牡丹新品种通过有关专家鉴定，涉及红、紫、粉、
白、黑、黄、蓝七大色系，洛阳牡丹“大家庭”有望
再添新成员。

当日，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国家牡丹芍药
种质资源库的花田里，一大片株形直立、花朵呈
荷花状的紫红色系牡丹初露芬芳，它们是刚通
过初审认定的新品种之一。

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副所长王二
强介绍，这个牡丹新品种晚花性状表现突出，始
花期在4月中下旬，末花期在5月初，加上花色
与紫色玫瑰相似，故为其取名“夏日玫瑰”。

据悉，我市此次通过审定的25个牡丹新品
种中，19个新品种由洛阳市农林科学院培育，另
外6个由国家牡丹园培育。每一个牡丹新品种
都凝结了科研团队持续攀登牡丹种质资源高峰
的汗水、泪水，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结晶。

王二强说，牡丹杂交种播苗一般需4年至5
年时间才能首次开花，发现符合育种目标要求
的单株，要及时进行性状观察、记载，还要进行
扩繁、区试、审定……整体来说，一个新品种的
培育历程起码要10年。

牡丹观赏，历来“一枝独秀”。牡丹产业融合
发展趋势对牡丹花质提升和牡丹花的研发提出了
新要求，培育符合长远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牡丹新
品种，一直是洛阳牡丹产业科研人员的工作重点。

“牡丹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工作需紧盯牡
丹产业发展方向。”市林业局副局长张占国介
绍，洛阳高校、科研院所、牡丹相关企业较多，为
牡丹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等提供了人才和技
术保障。长期以来，我市在积极引进牡丹新品
种的同时“苦练内功”，不断加大自主培育牡丹
新品种力度，洛阳牡丹家族不断壮大。

截至2022年年底，洛阳共有牡丹品种1394
个，加上此次通过鉴定的25个牡丹新品种，我市
牡丹品种总数有望达到1419个。张占国表示，
这些新品种不仅丰富了牡丹观赏品种和牡丹品
种资源类型，而且为延长牡丹花期、促进洛阳牡
丹产业提质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资源保障。

（本组图片为通过鉴定的部分牡丹新品种
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摄）

今年申报的七大色系25个新品种通过有关专家鉴定

我市牡丹品种总数有望超过14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