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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公告
洛阳龙门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在

淘宝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https://susong.taobao.com）
进行公开竞拍活动。

1. 寇店镇常村，出让工业用地面积约 151.93 亩，建筑
物面积约 31326 平方米。

2. 诸葛镇龙门煤矿生活区，出让住宅用地面积约 35
亩，建筑物面积约 17094 平方米。

3. 诸葛镇龙门煤矿生产区，出让工业用地面积约 108.2
亩，建筑物面积约 22266 平方米；诸葛镇杨堂村，出让工业
用地面积约 6.4 亩，建筑面积约 85 平方米。

4. 伊滨区商会大厦办公楼两层半，建筑面积 4500.34
平方米。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情以网上拍卖文件为准。
洛阳龙门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从 2021 年河南春晚《唐宫
夜宴》开始，河南广播电视台带
着“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与大家
见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河
南卫视。网友说，这是河南台的

“文化破圈”。但更令人惊喜的
是，年轻人因此开始关注、探寻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节日
本身。

事实上，河南卫视并不是突
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找到了传
统文化现代化表达的流量密码。
它的背后是河南广电人对弘扬
传统文化痴心不改的执念，是在
逆境中踏破铁鞋的不懈追寻，是
在创作中抓铁留痕的坚韧不悔，
是在工作中用心用情的夕惕朝
乾。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媒体
人和观众关于热爱和宠爱的双
向奔赴。

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中原孕育了博大精
深、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这里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
踩就是秦砖汉瓦”。守着这份独
一无二的文化富矿，河南台从互
联网发力，选择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力量，用文化创新拓
展新的发展空间，以 3 年之力持
续深挖中国节日，提出“新时代
新文化”的立台口号，终将“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由文化内容做成
文化品牌。

文化传承需要一个支撑的
锚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就
是中国人一代代传承有序的时
间之锚。每个节日独有的仪式
感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不同的
情感寄托，情感和文化背后蕴含
的则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信
仰，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被一代代
复刻进精神 DNA 里的存在。所
以，对中国节日的弘扬是一件让
中华民族知其所来、知其所往的
大事。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每期的
时间并不长，平均分配到每一个
节目的时间不过几分钟。这几
分钟就是一个契机，我们用精
彩的节目去打开一扇门，推开
一扇窗。让喜欢的人通过这扇
门、这扇窗，看到更辽阔和深远
的中国文化。至于最后是走进
去，还是看过就离开，这是观众
自己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已经播出24期，全网点击
量累计达到 1800 亿次。也就是
说，节目与观众产生了1800亿次

链接。文化作为一种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无论是在传统媒体
中，还是在新媒体中，都是最核
心的存在。因为文化是生动的、
活泼的，它不是束之高阁的宝
藏，而是融合在我们的一饮一
食、一言一行中的。纵然时代会
变，人们的交流方式会变，传统
节日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始终不
变。因此，我们坚信大家在看节
目时，能在文化习俗中跟随节目
去穿梭时光，去共情先辈，去链
接传统。

中国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
唯一传承有序的，只要文化不断，
中国节日就会像流向远方的河流
一样，最终汇聚到人类文明的精
神之海中。但是，我们在尽力创
造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所以“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这本《中国节日奇妙游》是通
往星辰大海的一个路标，它告诉
世人我们曾经走过，此刻，我们已
经又在路上。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王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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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中国节日的门

根据《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2024年第七版新闻记
者证统一换发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对《洛阳日报》拟换证人员
予以公示：

张留东 李 勇 郑 征 李燕锋 李 琦 王继辉
杨建安 刘宏波 刘保军 张亚武 温 燕 石蕴璞
陈占举 郝 敏 邓德洪 王振华 赵志伟 李迎博
孙自豪 李东慧 申利超 李银刚 李三旺 赵 佳
潘炳郁 李卫超 赵 怡 杨寒冰 高山岳 崔宏远
孟国庆 李 岚 连 祎 孙利华 刘 冰 白云飞
张锐鑫 孙小蕊 丁翔宇 郑茜文 曾宪平 崔莉莎
朱艳艳 李 冰 陈 曦 张 宁 梁姣龙 吴 芳
肖姣姣 王玲聪 郭旭光 智 慧 万晓阳 张怡熙
张静静 刘可可 谢娜娜 李雅君 吕百营 刘嘉仪
梁笑宇 吴 璠 曹龙飞 王艳杰 李云天 申艳辉
董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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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监督举报电话：0371-616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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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茶起源于中国西南，它的推广
也从这里开始。周武王克殷（约公
元前1046年），结束了商纣王的暴
虐统治。周武王将宗人分封到巴
地，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那
时西南地区园中的香茗，被视作

“果实之珍者”，茶是重要的地方特
产和上贡给周王的贡品。周朝定
都镐京（今西安），茶从巴地被送到
了关中，这样，周朝建立后，茶就传
入了中原。

茶产于西南，所以汉代的巴蜀，
茶已是常饮。秦汉之后，茶向外推
进的步伐加快，从西南向内地的北、
南两个方向，茶呈扇形不断扩散。

茶是在唐朝普及的。饮茶流
行了，爱茶的人也多了，对茶的总

结就开始了，一般来说，总结的出
现，是一件事物臻于成熟的标志。
唐人对茶的总结，最重要的是陆羽
的《茶经》。

《茶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
结唐前茶事的综合性茶著，也是世
界上第一部茶书。陆羽通过《茶
经》，从种茶、采茶、煎煮、饮用等方
面，为饮茶定下了基本框架；此书
将饮茶从日常生活提升到了艺术
与审美层面；它建立起了中国的传
统茶学和茶文化体系。在这部著作
的带动下，茶从一种日常饮料，变为
一门雅学和一种雅嗜。

至于饮茶方式，百姓的饮茶是
无从讲究的，唐宋时的上层流行饼
茶，而百姓能有粗茶、散茶、末茶就
不错了。百姓泡茶也简单，将茶放
到瓶碗中，用开水冲灌一下即可，
这种冲泡方法被陆羽称为“痷茶”；
唐宋时，茶的加工技术不好，加工
出的茶苦涩味重，这样，为掩盖茶
的苦味，人们就将茶与葱、姜、枣、
橘皮、茱萸、薄荷一起煮，这也可说
是早期的调饮茶。对痷茶和调饮
茶，陆羽都不赞同，在《茶经·六之
饮》中，他说这两种茶饮是“沟渠间
弃水耳”，因为它们使茶失去了应
有的香、色、味。

宋代的茶一方面走向日常，另
一方面又向雅趣大踏步迈进，而雅
的重要推动者，就是那位著名的艺
术家皇帝宋徽宗。宋徽宗被称为

“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他精诗
文、擅书画，自创“瘦金书”，开创院
体画的“宣和体”画风；他爱茶、嗜
茶成癖，常在宫廷以茶宴款待群

臣、文人，兴之所至，还会亲手烹
茗、斗茶取乐；他精于茶事，著有

《大观茶论》，对点茶法从茶叶生产
制作到点试的每一步，都做了集大
成的总结，“宋代再也没有一部内
容相似的茶书出乎其上”。

宋徽宗的爱茶，也留在了他的
画作《文会图》上。画上描绘的是
一场宋人雅集，茶案上方的白衣中
心人物，或许就是宋徽宗本人。

剥去一切文化外衣，茶不过是
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一种饮料。
儿时的我们，在炎炎夏日的玩耍
后，会惦记着家中桌上的那一大壶
凉茶，凉茶穿过舌喉的快意消散了
身上的暑意，这也就是“开门七件
事”之一的茶的基本功用吧。

茶被赋予文化内涵后，喝茶就
变得复杂了。《红楼梦》中的贾府是
富家巨室，他家的喝茶就更讲究
了：黛玉初到贾府，“归了坐位，丫
鬟送上茶来”，主仆在奉茶、受茶
中，身份已彰明；饭前，贾母与黛玉
等一众人闲谈，“说话时，已摆了茶
果上来”“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
捧上茶来……又有人捧过漱盂来，
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毕。然后又
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大户
人家不仅吃茶程序复杂，对茶的品
种同样讲究，贾母去栊翠庵，妙玉
奉茶，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六
安茶在清代极名贵，是为清宫的贡
品，清人杨巩编的《农学合编·林
类》也称“六安州小岘春”是“茶之
极品”。贾母的一句话，透出的是
贾家的富贵。贾母最终喝的是妙
玉奉上的老君眉：“贾母便吃了半

盏，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
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
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
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喝
惯好茶的人，能在柔汤中品出茶
香，而习惯粗茶的人，味觉就常靠

“浓”来刺激，茶的一“淡”一“浓”，
喝茶者的贫富高下立见。

讲究归讲究，贾家的喝茶，终
究还是日常。而在宋朝的君臣、明
代的文人眼中，茶就不仅是物质生
活了，它是入世、出世、治国、修身
的手段。宋徽宗视“致清导和”的
茶为他的统治手段；文人、大臣们，
也用茶彰显着为臣、做人的德操，
茶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入世、修身
的要件。明代时，世外高人、山林隐
逸的茶人又别具一格，对他们来说，
茶的意义与宋代文人不同，他们喜
好林间的幽静茶室，与二三知己品
茶论事、吟诗作画，以获取心灵的自
由，也正是在文人的书画
笔谈中，茶的韵味才会被
真正获得。

（本文摘自《华夏日
常生活史》，有删节）

茶事中的雅趣

中国科普经典品牌要上新了！近日，《十万个为什么》第七版
在上海世纪出版园启动，预计2027年年底前总体面世，出版体量
超100个分册。

除了纸质图书载体，新版还将推出AI版本，充分利用大模型
帮助提升内容编纂效率和质量，“十万个为什么”智能问答科普平
台同步启动建设。这一专门面向少年儿童提供知识服务的垂直领
域大模型，将作为陪伴机器人、智能手表、故事机、学习机等各类儿
童智能终端的“大脑”，提供即时的知识问答服务。

作为“共和国明天的一块科学基石”，《十万个为什么》60余年
来已经出版6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近2亿册，围绕该品牌的版权输
出案例有效扩大了中国原创科普图书海内外影响力，使其成为国
际大型少儿科普丛书标志性产品之一。新版启动是服务国家科技
强国重大发展战略，推动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据《文汇报》作者：许旸）

科普经典品牌《十万个为什么》
第七版启动

毛泽东是文章高手。关于写文章的态度，他1960年会见越南
的胡志明时，打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请人抽烟要这样

（做手势，把烟自然地伸递给对方），不要这样（做手势，把烟随手扔
甩给对方），但也不必这样（做手势，双手合起来捧上递给对方）。
就是说，讲话、批评、写文章要文明一点，要学列宁，要用科学的语
言，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有时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尖锐性，
这要看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不是把烟一丢。”

写文章与递香烟，完全不搭界。毛泽东的比喻，却道出二者相
通的立场和情感逻辑。把自己的香烟掏出来请人吸，犹如把自己
的认识写出来请人读，本质上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毛泽东讲
述的三种递烟方式，引出三种写作的态度和文风。

第一种，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请你抽烟，是尊重你，
照顾到你的习惯；请读者读自己的文章，自然要尊重读者，写作时
就要照顾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感受，就像把烟很自然地而不是冒
失地递给对方一样，拿出的是作者的真实和真诚的见识。双方都
不卑不亢。第二种，作者居高临下。把烟随手扔给对方，让人觉得
是赏赐或强塞，而且还不管别人接不接得住，愿不愿意抽你的烟。
如此态度写出来的文章，要么是教训人，要么是铁定了心，你爱读
不读。第三种，讨好读者。卑微地双手捧上烟呈送给对方，让人觉
得有情感“绑架”的味道，是一种“庸俗的谦虚”。实际上，这是随波
逐流的写作，缺少真诚和立场，依然是没有把读者放在眼里。

在上述比喻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写文章要文明一点，要学列
宁。列宁的文风好在哪里呢？毛泽东1956年9月会见外宾时说：

“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
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把心交给别人，才可能有平等
的写作态度和真诚的文风。1964年1月8日，毛泽东又向某大报
的负责人明确表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
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
是说不要处处都引。”用自己的话写文章，这应该是一个起码要求，
处处引用别人的话，显然是偷懒，不是拉大旗，就是藏私唬人。对
被引用的人来说，也未必是一种尊重。

毛泽东欣赏的列宁的文风，概括起来，正是他一贯强调的准确
性、鲜明性、生动性。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文风，关键在平等的写
作态度，要有读者立场、学理思维和真诚表达。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晋）

从递烟方式到列宁的文风

《华夏日常生活史》
作者：李志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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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典籍中的河南》近
日首发。该书遴选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中体现
河南智慧、河南精神，尤其是对中华文明特性
产生深远影响的河南元素，将其挖掘出来，与
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民生等紧
密结合，对其进行现代解读。

据介绍，该书共遴选200余个词条，分为
民本思想、家国情怀、治国理政、循法而行、守
正创新、道法自然、选贤举能、修身养性、劝学
励志、友邦睦邻、生活哲理11个章节，每个词
条包括经典原文、经典释义、河南元素、当代
启示几个板块。内容丰富又不乏创新，文风
通俗平易，十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本报综合）

《典籍中的河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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