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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南石山村
“唐三彩小镇”文创产品又添“新丁”。由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高水旺创作的《龙腾盛世》《瑞龙纳福》系
列已完成烧制，将批量上市。孟津区文创产品
的频频“破圈”，已成为引领文化消费、推动文
化传承的新动力，各类蕴含地方文化特色的文
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据了解，南石山村的众多三彩工艺美术
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结合，把经典器型
元素重组，在开发出唐宫夜宴、动漫大白、中国
梦等产品的基础上，又独具匠心开发出唐三彩
琴棋书画四美女、卡通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存
钱罐等 8 大系列 100 多个造型的三彩文创新
品。这些丰富多变、轮廓饱满圆润、胖嘟嘟的
可爱趣味造型，既是对传统非遗的时尚升级，
又彰显了唐三彩经典非遗器型烙印，保留和扩
展了千年非遗的精髓和内涵。该村先后培育
了2500名唐三彩设计大师和生产工匠，实现
年产值5亿元。

南石山村青年工艺美术师高亚新，依据汉
代、唐代传统文化，广泛吸收古代壁画元素，借
鉴雕塑、石刻等艺术精华，经过反复雕琢、烧
制、绘彩等实践，成功生产出高浮雕三彩砖画
和高浮雕彩绘壁画贵妇出游、八仙过海、敦煌
神韵、女子马球、天籁之音等系列产品。三彩
文创产业发展呈现多元化、多门类齐头并进的
良好态势。高浮雕三彩砖画和高浮雕彩绘壁
画作品，具有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立体感强等
特点，成为会议室、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和居民
客厅等墙壁装饰的抢手货。

孟津区许多有创意、有特色的文创产品一
次又一次“破圈”，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
值，转化成流量与资本反哺了当地景区和文旅
活动，还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如平
乐镇平乐村，近年来，涌现出1000多名农民画
师。在该村2公里长的村道两旁，密布着近百
家农民牡丹画室，这些农民画师农忙时拿锄
头、农闲时拿画笔，年创作商品牡丹画50多万
幅，综合收益达1.2亿元。今年第41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平乐文创牡丹画再次迎来

“高光时刻”，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日本、新加
坡、新西兰等国。

近年来，这些依靠绘画技艺逐步走入艺术
殿堂的农民画师又借“互联网+”的东风，通过

“政府＋服务商”的模式，由政府出资聘请专业
团队，教授开网店技巧，购买培训、营销、网页
设计等服务。许多画师开始转型开网店，仅
平乐村网络活跃店铺就有140 多家。农民画
家张勃是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她的牡丹
画在网上最高卖到 8000 元一幅，光靠卖画，
她一年的收入就在20万元以上。随着平乐村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研学、文创、电商、物
流和乡村游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近日，在被誉为“黄河石画第一镇”的孟津
区白鹤镇大河古渡文化园内，农民画师赵现红
和他的学员们正在创作黄河石画。随着画笔
的起落，一块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黄河石，
被分别绘上牡丹、山水、动物等，石头的坚韧质
感与绘画的细腻生动融为一体，透着浓郁的乡
土文化气息。赵现红介绍，尤其是近两年面向
市场需求开发创作的十二生肖黄河石画，以独
特的艺术魅力备受消费者青睐，目前他已创作
销售生肖龙黄河石画作品近千件。

拥有 20 多公里黄河岸线的白鹤镇，以盛
产黄河奇石闻名，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黄河石资
源。近年来，白鹤镇把黄河石画作为助力乡村
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来抓，按照打造黄河石画
新名片的发展思路，以“公司+基地+农户”的
形式，创新驱动黄河石画产业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强劲的文化力量，目前已带动沿黄8
个村的300多名黄河石画爱好者走上画画致
富的道路。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创作牡丹、人
物、山水、动物等石画，实现了“画石成金”。

麻屯镇文旅服务中心顺应社会需要，创新
工作方法，在持续提升图书室、未成年人活动
室、科普教育、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室的基础上，
建设了非遗传承展示馆。一块普普通通的各
色边角布料在文化志愿者的手中，经过磨布、
扎缬、熬蜡、画蜡、染色、蜕蜡、漂洗、晾干、缝制
等环节，最终成为一件件精美、高雅的小版汉

服装饰品。这种集装饰与欣赏功能于一体的
迷你汉服特色文创产品，十分吸引眼球。

“我们麻屯镇文旅服务中心依托社会专业
人才资源，成立了‘博琨传袭’有限公司，设立

‘孟缬工纺’工作室，采取‘政府＋公司＋社会’
方式，广泛开展手工服饰、扎染、折纸制作和

‘迷你汉服’等非遗传承培训课程，培养了一大
批‘能工巧匠’，生产出能将洛阳汉服、洛阳文
化带回家的系列文创产品，进一步传承弘扬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研学＋艺术’

‘非遗＋创新’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麻屯镇
文旅服务中心负责人韩林芳说。

近年来，孟津区立足本土特色，突出地域
文化，不断加大对文创产品、文旅商品企业的
政策支持力度，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旅游商
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支持全区文旅企业生产
出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孟津礼物”，充分挖掘
利用城市文化的精髓内涵，促进文旅融合，不
断推动“文化+文创+文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推进旅游文创商品向产业化、专业
化、市场化方向发展，提升文化旅游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同时，孟津区还立足灿烂的历史文化，推
动文创和当地景区资源相结合，采用“文创+科
技+生活”等模式丰富文创产品品类，让孟津传
统历史文化更具有体验性，也更吸引年轻人；
同时从组织、队伍、人才、制度等方面进行文创
工作的拓展，围绕历史文化、红色故事和旅游
景点进行文创设计，使文创产品成为孟津文化
和旅游业的标识，推出的“行走的课堂”持续升
温，“三彩研学游”亮点纷呈，黄河风光露营依
然火爆……让丰富的文创产品“活”起来、“动”
起来、用起来。

孟津区借助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跨越千
百年的时光长河，融入当代年轻人的时尚潮流
中，有效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加速“破圈”，全面
提升了地方优秀文创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文创产品的核心是创新。汲取和吸收传
统文化元素内涵，在传承传统文化中不断创新
发展，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才更有市场、更具活
力。”孟津区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郑占波）

孟津区立足本土特色，突出地域文化，采用“文创+科技+生活”等模式
不断丰富文创产品品类

文创产品频频“破圈”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李晓霞）记
者昨日获悉，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第十四个全民艺术
普及周活动 20 日启动，全市文化馆系统将组织开展展
览、讲座、公益培训等文化活动。

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
展中心等倡导开展，旨在鼓励、引导全国各级文化馆打造
品牌活动、开展品牌行动，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机构公众
知晓度、参与度，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文化需求。本次活动期间，全市文化馆系统将充
分发挥文化阵地作用，大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以线上和
线下多种形式提升全民艺术普及的群众参与度。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6日。活动期间，市文化馆
在馆内开设舞蹈、美术、二胡、声乐、插花、瑜伽、美妆、戏
曲、竹笛等公益培训课程，还根据群众需求开展文化志愿
服务，组织文化志愿者走进社区开设朗诵、剪纸、合唱等
公益培训课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进社区。我市各县区
文化馆也将组织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文艺培训、书画展
览、非遗作品展、文化进社区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艺术
普及深入开展。

我市开展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

眼下正是备战“三夏”生产的关键时
期，为切实做好“三夏”农机化生产，实现
夏粮丰产丰收、秋季作物适时播种，孟津
区早筹划、早准备，积极做好“三夏”前农
机检查、维护和保养工作，全力为“三夏”
保驾护航。

细致安排部署，推动“三夏”开展。
孟津区成立“三夏”工作指挥部，根据全
区夏粮分布情况，及时制订《“三夏”农机
作业工作方案》，全力做好“三夏”农机大
会战农业机械化安全生产各项准备；积
极开展2024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优先
对参加“三夏”农业生产的机械进行补
贴，确保夏收、夏种顺利开展。

广泛宣传引导，提升思想意识。孟津
区积极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各镇（街
道）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开展小麦
机收减损农机操作要领讲解，提升机手技
能水平；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重点路段、村

组、街道，以悬挂农机安全宣传条幅、发放
宣传单、展示宣传图板等方式进行安全宣
传，目前已发放宣传资料30000多份。

强化梳理指导，保障农机安全。孟津
区详细梳理全区农机具储备情况，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指导全
面检修、调试和保养即将投入作业的农业
机械，确保各类机械以良好的状态投入

“三夏”生产，目前已筹备各类农机具1.3
万多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100
多台，共检修各类农机具6159台（套）。

做好跨区服务，助力“三夏”生产。
孟津区全力做好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登
记外出作业农机手信息及联系方式，免
费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及时向跨区作
业农机手提供麦收、天气等相关信息及
各项服务，全方位服务“三夏”生产，目前
已免费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75个。

（郑占波 李金朝）

念好“早”字诀 保“三夏”丰收

初夏时节的孟津黄河湿地鹤鸣湖
畔，天蓝水碧、苇草青青，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赏景拍照，构成了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孟津黄河湿地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呈现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的自然景观，与小浪底景区、西霞院景
区、汉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王铎故
居、醉美白鹤花海等景点串珠成链，成
为洛阳乃至省内热门网红打卡地。

马绍磊 郑占波 摄

黄河湿地美 游客争相来

5 月 18 日，孟津区横水镇洛阳君
荷牧业有限公司投资 1000 多万元引
进国际最先进的全自动转盘式挤奶设
备投入使用。

该公司引进以色列阿菲金 60 位
自动化转盘挤奶机，每小时可完成
40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并运用全自动
粪污处理系统对奶牛的粪尿进行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形成了“奶牛
养殖—沼液还田—饲草种植”的绿色
循环养殖模式。郑占波 卫哲渊 摄

引进智能化挤奶设备
推进绿色循环养殖

昨日中午，嵩县纸房镇明理社区邻
里大食堂内饭菜飘香，不少居民在排队
等候。

“这里的饭菜好吃又便宜，离家还
近，解决了我的吃饭难题。”该社区75岁
居民张铁创笑着说，家里只有他和老伴，
年龄大了，做饭很不方便。邻里大食堂
营业后，他们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这里对社区外居民实行市场价。
本社区 70 岁以下居民享受八折的邻里
价，70岁及以上老人享受六折优惠。”明

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关晓风介
绍，目前每天有100余名居民在此就餐。

明理社区是如何办起邻里大食堂的？
明理社区有1.7万居民，其中有不少

老人，有一定的就餐需求，而周边的饭店

价格较高。于是，建设邻里大食堂的想
法逐渐在关晓风的脑中形成。

在纸房镇的支持下，今年4月，明理
社区邻里大食堂建成投用，为居民提供
午餐、晚餐，能同时容纳 60 余人就餐。

在探索中，明理社区按照市场化理念，通
过拓展客源、开展配送服务等方式，确保
食堂长效运转。

关晓风介绍，对行动不便的群体，工
作人员可上门送餐，价格优惠，已有十几
户居民享受该服务。

目前，明理社区邻里大食堂已基本
实现收支平衡。“我们将结合居民需求，
提供更优的菜品、服务，方便广大居民尤
其是老年人就近就餐。”关晓风表示。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万崇良

建起邻里大食堂 居民就餐享优惠

近日，在位于瀍河区白马寺镇孔
寨社区的羊肚菌特色种植产业园内，
谢刘振正忙着管护大棚作物。他不仅
实现了自己的农业梦想，还带领当地
群众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谢刘振是一名“80后”，老家在周
口鹿邑。受父辈种植羊肚菌的影响，
他对羊肚菌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21 年，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他开
始在瀍河区白马寺镇发展羊肚菌种植
项目。目前，孔寨社区羊肚菌特色种
植产业园内已有近百个大棚，除了羊
肚菌，还种植有其他食用菌。

产业园规模逐步扩大，不仅为当
地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还通过技术
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掌握现代农业技
术，实现稳定增收。

谢刘振表示，他将继续深耕这片
土地，为更多群众提供羊肚菌种植技
术培训，希望将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
打造成当地的“新名片”。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邓佳英 文/图

种植羊肚菌
开辟致富路

劳动创造幸福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王林艳 常
书香）昨日下午，在位于伊滨区的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大剧
院，2024河南省“黄河之声”系列音乐会——“黄河之声 青
春之歌”枫林之声公益交响合唱音乐会激情奏响。（如图）

本次音乐会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联、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主办，市音乐家协会、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戏曲艺术
学院、洛阳市枫林合唱团（英才路社区合唱团）、洛阳爱乐
乐团承办。洛阳市枫林合唱团和洛阳爱乐乐团带领全场
上千名观众，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进行了一场酣畅淋
漓的中外高雅音乐之旅。

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极富感染力的唢呐、和谐动听的
男女合唱……音乐会上半场选取经典民歌与民谣，下半
场以“交响合唱+音诗+交响伴奏”的创新形式，演绎经典
旋律，奏唱时代新乐章。

枫林之声公益交响合唱音乐会
激情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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