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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王琰 李晓瑜）近
日，由省慈善联合总会组织的“中央省市媒体中原慈善行”主题
采访团走进我市，对我市慈善项目发展、重点慈善项目进展、先
进慈善典型、慈善工作成效等进行集中采访。

在洛期间，采访团成员先后走进孟津区朝阳镇姚凹社
区，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天元社区，汝阳县内埠镇罗洼村、柏树
乡漫流村，用手中的笔、相机、话筒等，探寻慈善项目在助力
养老发展、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成就。他们还与相关项目工作
人员深入交谈，了解“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运作模式，请
村民讲述慈善事业带来的变化，拍摄慈善助力乡村振兴的精
彩画面。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救助为重点，精心组织参与腾讯公
益网络募捐活动，重点抓好“幸福家园”村社互动工程百村示范
行动，有效开展慈善救助活动，接受各界捐赠数额快速增长，救
助帮扶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现场采访，采访团成员对我市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所取
得的喜人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纷纷表示，将把洛阳慈善好典型、
好故事、好声音，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传播出去，让
更多人感受到洛阳慈善事业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中央省市媒体中原慈善行”
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

本报讯（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日前，市政府印发《关
于命名2023年度洛阳市美丽幸福河湖的决定》，授予6个河段

“洛阳市美丽幸福河湖”称号。

美丽幸福河湖创建，是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改善河湖生态环
境的重要载体。去年以来，根据洛阳市总河长令和美丽幸福河
湖创建方案，各地坚持安全为本、生态优先、系统治理、共建共
享、文化传承原则，围绕“持久水安全、优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
健康水生态、先进水文化、科学水管理”目标，通过以点带面、以
条段带动流域的方式，分期分级分段系统推进创建工作，打造了
一批“河湖安澜、河通渠畅、水清岸绿、生态健康、人水和谐”的美
丽幸福河湖。

市水利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坚持以落实落细河湖
长制为抓手，每年创建一批美丽幸福河湖，久久为功推动河湖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着力实现“治好一条河、幸福一方人”。

洛阳市美丽幸福河湖
名单揭晓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和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
局）联合开展版权保护法治宣讲活动。

活动中，老城区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就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国内形势、著作权、检察机关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综合履职的现状等进行了讲解，并重点分享了老城
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的典型案例。在互动问
答环节，针对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印刷企业代表提出的问题，市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干警给予详细解答。

下一步，全市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聚
焦知识产权保护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力度，为促进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周晓东）

我市开展
版权保护法治宣讲活动

昨日，洛阳市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全民健身活动月在
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市全民
健身中心承办，设置了竞技类、展演类、智力运动共3大类22项
全民健身赛事。作为洛阳一个特色体育品牌，洛阳市全民健身
运动会已成功举办5届，是洛阳人群覆盖面最广、设置项目最多
的综合性群众体育赛事，其“服务全民健身、建设健康洛阳”的办
赛理念越来越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近年来，洛阳积极适应全民健身需求多样化、融合化、生活
化、社交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增加赛事服务供给，提升赛事服务
品质，以全民健身赛事引领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陆续举办了元旦
马拉松、城市坐标定向赛、自行车赛、帆船邀请赛、群众登山健身
大会等特色赛事，打造了线上线下结合、群众广泛参与、多项目覆
盖、多层级联动的社区体育赛事，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众性体育赛
事更加丰富。 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通讯员 李萌亮 涂晓洛

洛阳市第六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他是洛阳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长期关注并致
力于洛阳古代都城遗址的保护研究；他是传承弘扬
河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热心推动者和身体力行者；
他开拓了客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让海内外客家人
深入了解客家祖根地洛阳；他诲人不倦，甘为人梯，
用极高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品德修养，成为洛阳文
史界的一面旗帜……

他，就是被誉为“洛阳文史活辞典”的徐金
星。5月7日18时59分，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与世长辞，享年82岁。

著名文史学者徐金星病逝，享年82岁

他用一生守望

徐金星 1942 年出生于偃师，1967 年从河
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于 1973 年 3 月调至洛阳
博物馆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挚爱一生的文博
事业。

当时，洛阳博物馆正在筹建中州中路的文
物陈列馆，急需专业人才。徐金星到岗后，除
完成接待、讲解任务外，还参加了“洛阳出土文
物陈列”的搬迁与展出规划设计工作，撰写出
版了《洛阳历史简介》《洛阳出土文物陈列简
介》等书籍。

5 年后，徐金星调至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
管理所，直至2003年退休。其间，他担任所长
17年。当时，为迎接白马寺对外开放，徐金星
牵头编制了寺内的文物展览、古建修复、绿化等
全面规划，并撰写了白马寺概况和各个殿堂的
说明。在白马寺开放后，他还撰写了《白马寺》
一书。1980年，该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
关于白马寺的首本科普读物。

文物保护工作是枯燥的。从 1973 年到
2003年，徐金星坚守在文博工作、田野文物保
护工作一线30年，心无旁骛做研究，对汉魏洛
阳故城和白马寺的保护付出巨大精力。“那时可
苦得很嘞！”生前，徐金星曾回忆，“在那个年代，
整个白马寺镇只有几部电话，每天晚上都是头
顶一轮明月、耳听蝉鸣鸟叫睡着的。”在这样的
环境中，徐金星与古迹遗址默默“对话”，和同事
们积累、探索出了一套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科学
完备的大遗址保护思路。

1994 年，徐金星主持编制了第一部《汉魏
洛阳故城文物档案》，共约75万字，这部档案被
河南省文物局评为“优秀保护档案”。1995年
至1996年，他领衔起草了《汉魏洛阳故城保护
规划》《洛阳市汉魏故城保护管理办法》，为汉魏
洛阳故城的依法保护、科学保护、永续保护及申
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1999 年，他主持了汉魏洛阳故城第一个
文物保护工程——永宁寺塔基遗址保护展示
工程，开汉魏洛阳故城大遗址保护先河。由
他倡导成立的汉魏洛阳故城保护管理委员
会，开启了保护管理的新模式，对遗址的保护
起到积极作用。2000 年，他主编大型文集

《汉魏洛阳故城研究》，收录了 50 年来文物考
古部门的发掘报告及专家学者的论文，这是
国内外关于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的第一部完备
文集，为汉魏洛阳故城的研究保护提供了科
学翔实的基础资料。

如今，徐金星期盼多年的汉魏故城遗址博
物馆正加紧建设。“今年10月，博物馆将建成开
放，徐老师的众多研究成果也将体现在其中。”
洛阳汉魏隋唐都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吕劲松
说，徐老师虽没能亲眼看到博物馆建成开放，但
他为文博事业所做的努力将永远镌刻在大遗址
保护的发展历程中。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广阔的文化星空下，徐
金星艰难跋涉，潜心治学，留下累累硕果。作为文博
研究员，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古代文物、佛教文物、都
城遗址保护与研究及古都文化、河洛文化、丝路文
化、运河文化、客家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阔思
路、拓宽领域，笔耕不辍，著述丰厚。

由徐金星主编的《洛阳市志·文物志》，曾获全国
地方志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一等奖、洛阳市社科特别
奖，是迄今关于洛阳文物工作最全面、最科学的总
结。该志出版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中国文物学会的文物专家纷纷称赞“它是总结、
研究洛阳地区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巨著”，并称

“此志记载翔实，考证周密，文字流畅，内容丰富，实
乃盛世文明之硕果也，必将流芳百世，永传永用”。

他主编的《洛阳市志·白马寺志》，对白马寺的创
建、沿革、高僧、佛籍、建筑、佛像、法物供器、碑碣、塔
志（铭）、石刻、墓地、佛事活动、管理等作了全面、系统
和科学阐述，有人称其代表了国内白马寺研究的最高
水平。专家对该志同样好评如潮：集学术性、资料性
于一体，结构清晰，体例规范，为史志的上乘之作；是
一本研究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极有价值、案头必置的

学术著作；是一本能永久保存的文物档案资料，填补
了白马寺以往没有全面系统专志这一空白，将传之不绝。

徐金星领衔编著的《洛阳五千年》被称作“文字
版的古代洛阳历史长卷”。他主编或参与编撰了《河
洛通览》《洛阳十三朝》《古都洛阳与河洛文化研究》

《中华洛阳》《天下洛阳》《隋唐大运河洛阳段词条释
读》《河洛与客家研究》《河洛文化论衡》《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大辞典》《中原文化大典·名城》《中原文化大
典·城址》等30余部作品，这些作品均成为相关学术
领域的代表作。

徐金星是第一位把客家文化、闽南文化和汉魏
洛阳故城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学者，开拓了客家文化
研究的新领域。他坚持不懈研究宣传洛阳作为客家
祖根地的历史文化，为洛阳成功申办世界客属恳亲
大会做出重要贡献。《河洛地区与中华民族》《河洛文
化——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洛阳——中华民族圣地
说》《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和客家文化》《汉魏洛阳故
城和中原汉人南迁》……他在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
议上宣读或在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多达百余
篇，清晰阐述了对河洛文化、客家文化、丝路文化等
的真知灼见。

在徐金星看来，河洛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深植于
河洛地区的文明土壤，生长得枝叶茂盛。他曾说过：“河
洛文化之脉络理得越清晰越好，宣传得越普及越好。”

为此，徐金星曾提出，要通过洛阳乃至河南省内
外广大学者、文化人和社会各界的努力，构建“河洛
学”的科学体系，并逐步形成一种巨大力量，这对于
振兴洛阳乃至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增强民族向心
力、凝聚力、自豪感将产生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秉承着这样的信念，古稀之年的徐金星
依然活跃奔走在各类与洛阳历史文化相关的社会活
动中，多次接受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采访，为河洛
文化鼓与呼。

2013年，洛阳日报社举办的“重走丝绸之路”活
动邀请徐金星当顾问，他欣然同意：“我特别希望能
重走一次丝绸之路。不过，我现在毕竟70多岁了，
还有很多研究课题要做，不能与你们同行。但在采
风途中只要遇到问题，随时都可与我联系。”在《洛阳

日报》《洛阳晚报》的《人文河洛》《经典洛阳》版面中，徐
金星是读者们熟悉的“老朋友”，拥有大批“忠实粉丝”。

“他学识渊博，为人和善，对学术不懈追求，对历
史饱含热爱。他影响了所有与他接触的人，是我们
的良师益友。”采访中，徐金星的朋辈和学生们都说，
他身上有着“上善若水”般的高贵品质，他是“温良恭
俭让”般如玉的君子。

对学术一丝不苟的徐金星，对物质生活却从不
苛求。“他的生活很简单，粗茶淡饭，衣着朴素，一生
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书、育人，竭尽所能地宣传弘扬
河洛文化。”徐金星的家人回忆，在与病魔抗争期间，
他偶尔清醒时还惦记没有完成的书稿。

择一事，终一生。徐金星以永不懈怠的姿态，写
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人生答卷。斯人已逝，但他守望
河洛文化的身影，从未远去。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王阁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潜心治学，留下累累硕果

热心奔走，弘扬河洛文化

挚爱文博，
坚守一线30年

河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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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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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洛宁县长水龙头山至温庄洛宁县界段

●洛河偃师区G207公路桥至橡胶坝段

●伊河栾川县石庙镇至庙子镇两河口段

●伊河伊川县酒后镇至彭婆镇段

●伊河城区龙门北桥至开拓桥段

●北汝河汝阳县前坪坝址至关帝桥段

此次获评洛阳市美丽幸福河湖的河段

活动现场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摄

徐金星主编的徐金星主编的《《洛阳市志洛阳市志》》
（（第第1414卷卷、、第第1515卷卷）） 20212021年年33月月1818日日，，徐金星在客家文化交流会上徐金星在客家文化交流会上

累累硕果耀河洛累累硕果耀河洛

20132013年年88月月2626日日，，徐金星在新疆轮台为大家徐金星在新疆轮台为大家
介绍西汉西域都护府的重要性和所在位置介绍西汉西域都护府的重要性和所在位置

20132013年年88月月2727日日，，徐金星徐金星（（右右））和新疆龟兹研和新疆龟兹研
究院人员究院人员（（中中））互赠图书互赠图书

徐金星在汉魏洛阳故城为客人讲解客家祖徐金星在汉魏洛阳故城为客人讲解客家祖
根地洛阳根地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