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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李亚伟）
10日上午，市绿色石化及先进材料产业研究院在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简称洛阳石化）挂牌成
立，未来将围绕百万吨乙烯项目及上下游、左右链企业的
发展需求开展“产学研销用”定制化开发。

随着百万吨乙烯项目的落地建设，催生了大量乙烯
及其关联产业的产品创新需求。该研究院以洛阳石化百
万吨乙烯项目为基础，针对项目及上下游、左右链企业发
展所需，围绕新能源、锂钠电池、汽车、家电、医疗、非织造
布、绿色农业、市政、光伏等领域，积极开展高质量、高附
加值产品的研制开发，打造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创新发展
的科技攻关平台，培育新用途、开拓新市场、开发“专精特
新”化工新材料的产学研销用平台和“政府—园区—上下
游企业”合作共赢的服务平台。

该研究院由洛阳石化牵头，以“公司+联盟”形式进
行组建，集研发、中试、产业化、工程化于一体，实行企业
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目前，该研究院已吸纳中原石化、
中石化石科院、合肥梓纯科技、成都亿科、中石化炼化工
程洛阳技术研发中心、洛阳炼化公司、洛阳石化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洛阳理工学院等成员单位，涵盖设计院、企业
及高校等，充分体现了产学研销用深度融合。

未来三年，该研究院将开展聚丙烯功能助剂及其
应用技术的研究、聚丙烯在汽车和家电领域的低碳多
功能加工应用研究、光伏蜂窝板专用聚丙烯树脂研制
开发等 12 个方向的攻关，同时积极吸引更多的企业及
科研院所加入，建设集技术研发、科研协作、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产权交易等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为我市
加快打造国内一流的绿色石化及先进材料生产基地提
供“创新加持”。

市绿色石化及先进材料
产业研究院成立

百万吨乙烯项目
有了“创新加持”

“大家准备吃饭啦！”日前，在新安县仓头镇张村村养
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听到招呼，便结伴唠着家常走进“助
老小灶”。

“碗递给我吧，多吃点还是少吃点？”12时许，小灶正
式开饭，厨师王玉芬开始招呼老人。

“一日三餐在这儿都能解决，而且十分实惠。”说话的
是81岁的村民王爵。自从村里开设“助老小灶”以后，他
几乎天天都来，成了这里的“粉丝”。他说，家里只有他一
人，年龄大了，做饭很不方便，经常对付着吃，还因此生过
一场大病。现在，他每顿都吃得很应时。

“吃得不应时、不健康，是村里不少老人的现状。”张
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站锋介绍，村里年轻人大
多在外务工，老人留守在家里，因人少不愿开火做饭，吃
饭经常将就。

去年，张村村改造村里闲置的小学教室，建设“助老
小灶”，制定健康食谱，聘请厨师，村内70岁以上的老人
可在此就餐。

炸酱面、鸡蛋面、米饭、炒菜……小灶外墙上张贴
着菜谱，几乎每天不重样。即使如此，王玉芬也有点

“犯愁”，愁在众口难调。为此，她经常会提前询问老
人的想法，来确定当天的菜品、口味，尽量满足大家的
需求。

目前，已有 18 位老人在该村养老服务中心享受服
务。王站锋介绍，除本村村民外，还有不少周边乡镇的居
民在此居住、就餐。

目前，张村村养老服务中心采取“村民出一部分、村
集体经济承担一部分”形式，多方筹措资金，确保正常运
转。仓头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镇将结合乡里中
心建设，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推动
市场化运营，确保养老服务中心可持续发展。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文/图

新安县张村村开设
“助老小灶”关爱留守老人

吃饭不将就 老人乐悠悠

洛阳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效果图 （资料图片）

张村村养老服务中心

10 月 7 日至 9 日，央视新闻《相对
论》栏目聚焦假期爆火的洛阳汉服，连续
在多个平台发布《一座古都的“穿”越之
旅》视频。该片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网友
广泛关注及热议，让本就火热的洛阳汉
服再次出圈。

该片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微博、视频
号、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多平台一经
发布，迅速登上相关平台热搜热榜。截
至10月9日，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已
超4100万，话题#公交车里都是汉服公
主是什么场面#登热搜；抖音、快手总播
放量超千万，哔哩哔哩播放量23.2万；央
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推发不到20分钟，阅
读量就迅速突破10万。截至昨日，视频
全网置顶，并持续占据各平台热搜热榜。

央视新闻《相对论》栏目组三赴洛
阳，蹲点特色各异的汉服街，记录的正是
这座古都的文化自信、开放包容。片中
有种种“穿”越现象——穿汉服坐出租车
的“公主”、坐在路边吃卷饼的“侍卫”、屋
檐下避雨的汉服小姐姐……人们聚在一
起时泰然自若，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之美
由衷赞叹。对于这样的“穿”越，有网友
评论：“并不‘穿’越，这是现代才会发生
的事，是从古至今的包容及对中华文化
的自信，感觉这才是中国的现代化。”

（洛报融媒记者）

“哇！你是玉真公主吧”
洛阳汉服吸引众多年轻人前来体验洛阳汉服吸引众多年轻人前来体验，，央视央视

新闻栏目三赴洛阳探寻汉服持续出圈的答案新闻栏目三赴洛阳探寻汉服持续出圈的答案

2017 年 4 月，依托金元古城墙遗址、文峰塔等而建
的洛邑古城开园。起初，作为非遗业态引入的汉服店常
处于关门状态。没想到几年后，这里因为历朝历代一步
一景，穿汉服“最出片”率先出圈。

今年“五一”前后，洛邑古城客流量从 4 月 29 日开
始，日增三四万，不停刷新纪录。

洛阳老城区文旅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芳芳提
起汉服出圈后的忙碌说：“天天在调研市场，找专家来了
解市场，得紧紧抓住汉服这个抓手。”

最先抓住汉服抓手的，是洛邑古城周边汽修店的老
板。一年过去，汽修一条街变成了汉服一条街。在为数
不多的汽修店里，记者看到一家“定制汽车脚垫”店铺，里
面也堆满了汉服，准备改行。

“很多美女进到店里以后一看，这个老板是个老头。”
擅长四轮定位的全瑞锋，自2010年起就在这条街上卖轮
胎，周边100多家店铺都是汽修同行。过去几年，小店生
意不好做，看着街面上的汉服姑娘，老全决定试试看，“刚
开始弄了一半，汉服店开了以后，轮胎店生意几乎都停了”。

从40多平方米的尝试到108平方米的全改，老全彻
底冲进一个陌生的行业。“当时也是手忙脚乱”，他拉来女
儿全璞帮忙，“你来吧，我不中。”

全璞摸索着进货，找专业的妆造师。老全边干边学，
“像野生眉，我现在也知道”。作为老修理工，偶尔他还能
用自己的手艺在汉服店修补一些首饰。

老全的同行——李会丽和雷志义夫妻俩的汉服店，
也是今年春节期间刚撤下汽车装饰的招牌。

“咱有文化底蕴，得依托洛邑古城的优势。”夫妻俩咬
牙借了4万元，开车去山东曹县进货，冒着大雪把店开起
来。

“以前晚上睡不着就起来蹬机器”的雷志义，摸着手
上做汽车座椅留下的茧子，憨笑道：“我现在招待客户、保
安、打杂，没人干的我全干。”

“唐朝这个眉毛，用得最多的是却月眉。”今年“十一”
前，李会丽请来化妆老师，给店里的化妆师讲课。

去年汉服出圈后，化妆师供不应求，洛阳市政府推出
免费培训班，让不少人入了门。如今，游客越来越懂行，
化妆师们也有危机感：“咱洛阳今年的妆比去年强太多
了，必须得专业。”

“现在街上有些搭配，唐制的衣服配了个明制的头
型。”十几年前就是汉服爱好者的洛阳本地人贾晓菲，一
开始对此无法接受。

记者在店里见到她时，店员们正在帮一位当地餐馆
老板娘文文准备“2023年洛阳市首届全民汉服大赛”的
复原妆造。走在路上，她被小男孩惊喜认出，是电影《长
安三万里》中的玉真公主。

贾晓菲回忆，她们早期穿汉服走在街上，常常有路人
觉得奇怪：“你们要去演戏吗？”那时，想拥有一套汉服，必
须自己买布、找裁缝——如今店内不少“限量版”汉服，就
是那时留下的。

“敦煌壁画上的小花枝”“三羊开泰”……她一边展示
一边说，自己的想法也在慢慢改变，有人觉得汉服好看，愿
意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初衷不是为了宣扬一件衣
服，而是把汉服作为载体，深挖一切与传统有关的美好”。

洛邑古城火出圈
汽修一条街变成汉服一条街

央视新闻《相对论》
聚焦洛阳汉服火爆网络

洛阳汉服出圈一年多，如今还火吗？
9月29日至10月6日，河南洛阳累计接待游客879.7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

比2019年增长11.97%，同比2022年增长112.67%。不少网友都是奔着汉服而来。
有游客晒出汉服照，并配文：“关于我两位数体验大唐公主的一天！”在洛阳街

头，可以看到“真人版”玉真公主，最低79元的妆造物美价廉，也有精致的复原妆，
衣服上有敦煌壁画的小花枝……网友感叹：“到洛阳不体验一下汉服，感觉没有入
乡随俗一样。”

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三赴洛阳，蹲点汉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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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汉服作为载体，
深挖一切与传统有关的美好”02

除了美好，还有商机。
在一个筹备中的汉服展示中心，记者遇到了两

位洛阳的“邻居”。
“过完年后，我们基地一天一二十拨人过来。

都是洛阳的，一拿几百件。”2021年，作为汉服生产
基地的山东曹县火出圈。帮汉服商家拍短视频起
家的李字雷借机成立当地第一家以仓播模式为主
的“直播+批发”基地，集聚了几百个汉服商家。

今年春节后，基地来自洛阳的订单占比高达
70%。他决定“走出来，离市场更近一些”，从曹县
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谋一条新出路。

几乎同时，正在河南许昌打造发博城的田良军
也嗅到了机会：“最近两三年，开始有工厂专门做古
装假发。我心想，这个市场有这么大吗？”

许昌被称为“世界假发之都”，汉服假发不是田
良军的主业，但这一趟，他想“把汉服假发作为一个
诱饵”，“不管在洛阳卖多少，让来洛阳玩的人进一
步认识许昌假发”。

看到汉服热的苗头，洛阳也快速推出一系列活
动：穿汉服免费坐公交地铁、进景区；洛邑古城对
面，正在打造汉服展示中心，工程围挡上是精美的

“簪花仕女图”；今年中秋国庆长假前，洛阳汉服研
究院正式挂牌……

张芳芳明白，汉服不是洛阳的专属，网红想长
红，“不能仅就汉服做汉服，而是离不开整个的文化
底蕴打造”。

“我们也担心昙花一现，不能让汉服的传播仅
仅停留在观赏、拍照这种层次。”洛阳市委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张阳表示，当地正在继续推进隋唐洛阳城
的中轴线保护展示工程，“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场
景来打造”。

历史是洛阳的底气，这一次，它要抓住历史的
机遇。

（原载于10月9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都是洛阳的，一拿几百件”
当地推出一系列活动推广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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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邑古城洛邑古城 （（本组稿件配图除注明外均为资料图片本组稿件配图除注明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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