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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在开展公益托管服
务。涧西区重庆路街道三社区党委引导退休党员发挥特
长，组建“红小厨”“橄榄绿”、春芝志愿服务队等17个“三
自”组织，开展了“共享奶奶”公益托管、“老伙伴计划”邻
里互助和“宠爱家”文明养犬等居民自治和志愿服务项目
和活动，让国企退休党员老有所为。 苏凯 摄

退而不休发挥特长 服务居民老有所为

近日，洛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种子计划”——银龄
行动暨志愿服务集中日活动在伊滨区中央公园悦动广场
举行。活动现场，热爱文艺的老年人依次登台，通过独
唱、合唱、诗朗诵等，展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及新时
代文明实践“种子计划”的丰硕成果。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程学录 董浩 摄

凝聚“银发力量”播撒文明种子

近日，陆续有群众在洛阳网“百姓呼声”平台反映遇到的
供热问题，供热企业及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复。

过热费现在还允许收吗
近日，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春节

俗称“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正月里，全
家人一起吃饺子、串亲戚、放烟火、逛灯会，是过年的专属
仪式感。其中，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仪式感最足的
一项活动，要数上元节的灯会了。今起，本报开设《上元
灯会与神都洛阳》栏目，为您梳理上元节与洛阳的渊源，
以及丰富多彩的洛阳上元节文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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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县木植街乡石磙坪村，漫山遍
野的山茱萸树，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子，
煞是喜人。

连日来，村民或手持竹竿上树打
果，或在树下弯腰拾捡，场面热闹而
壮观。

村民王建民家种了 500 余棵山茱
萸树，部分树龄已超过30年，他和家人
希望趁着近期天气晴好，尽快完成采摘
工作。

“今年是丰收年，预计收入四五万
元。”王建民笑着说，近年他很少出远
门，守着“摇钱树”把钱给挣了，偶尔在
农闲时到周边打些零工，日子过得蒸蒸
日上。

村民张爱民家门前的空地上，晾晒
着大片山茱萸。见到记者到来，他捧起
一把说：“你看，品质多好！”

张爱民在村里属于山茱萸种植小
户，种了 300 多棵，从 11 月中旬开始
采摘，目前已“颗粒归仓”。“今年天气
好，采摘工作结束早，往年受降雪影
响，能收到春节。”张爱民说，这两年

山茱萸价格稳定，每斤能卖到 25 元，
天天都有来自南阳等地的客商上门
收购。

石磙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占军说，
作为中药材，山茱萸有补益肝肾、收涩

固脱等功效，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成分
之一。石磙坪村有村民 200 余户 700
多人，家家户户都种山茱萸，全村山茱
萸种植面积已超6000亩。

“山茱萸耐旱抗涝，病虫害较少，

比较好管理，而且一次性种植，终身
受益。”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文营说，今年该村的山茱萸总
收入将超过 400 万元，带动 400 余人
实现增收。

近年，石磙坪村还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在山茱萸树下种植茯苓、节菖蒲等
中药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虽然山茱
萸种植已成为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但
也存在短板，比如产品属于粗加工，面
对客商，村民没有议价权。为进一步提
高山茱萸的附加值，增加群众收入，张
文营曾到外地药厂进行考察对接。

张文营说，乡里给了石磙坪村大力
支持，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开设培训班，
帮助村民提高山茱萸的产量和质量。
此外，政府牵头正在村里建设山茱萸加
工厂，引进现代化机器设备，延长产业
链，预计明年建成投用。“我们的目标是
往高品质中药材方向发展，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张文营说。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通讯员 郭新
峰 文/图

山茱萸红了 群众增收了

近日，在孟津区平乐镇河南星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数套外形酷炫的智能民宿“太空舱”陆续下线，经打包
装车后发往各地旅游景区。

河南星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原来主要
从事工业厂房设计加工，随着新文旅产业的迅猛发展，公司
抢抓风口、转变思路，开始探索生产销售智能民宿“太空舱”。

智能民宿“太空舱”属于装配式房屋，采用模块化构件和
标准化生产工艺，具有制造周期短、施工速度快、质量可控等
优势，同时也具备灵活度高、适应性强、可重复利用等特点。
为契合文旅市场需求，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兼顾实用与美观，
外形科技感满满，同时内部配备有新风系统、智能门锁、电动
窗帘、电动天幕、巨幅投影等，可以让入住游客享受高品质的
住宿体验。

今年该企业生产的“太空舱”数量预计突破500套。下一
步，企业将持续瞄准文旅市场新动向，提升产品品质、优化产
品结构、扩展业务范围，加速抢占文旅新市场。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郑占波 殷潘丹宁 文/图

智能民宿“太空舱”
抢占文旅新市场

上元节灯俗
起源于洛阳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
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在中国古代很
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上元节，如果你
听到有人说小正月、元夕或灯节，那也
是在说它。

上元节历史悠久，关于它的起源，
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实际上，上元节
的产生最早与阴阳历法有关。

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在对日月变
化的观察中，逐渐发现了月亮圆缺的
时间规律，也感受到了月亮盈亏的变
化对自然物候与人生命节律的影响，
于是出现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
而复始”的概念。

中国人历来重首尚新，对于现代
人来说，以正月为岁首，似乎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但在汉代以前，岁首概念其
实并不固定。比如，夏历规定岁首为
正月，商历规定岁首为十二月，周历规
定岁首为十一月……直到汉武帝颁行

“太初历”，恢复夏历制度，并在全国推
广，此后历代沿用，正月才长久、持续
且稳定地被中国人视为岁首。

于是，正月十五作为一年中首个
月圆之日，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特殊的
意义，人们主动地在这一天开展祈福、
祭祀、庆祝等活动，也使得正月十五具
备了成为一个节日的可能。

正月十五啥时候成了上元
节，自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
是，上元节一词的出现，与道教关
系密切。

据专家考证，老子在洛阳北邙
翠云峰上清宫炼丹养生，创立了道
家思想，被认为是道教的始祖。继
老子之后，第一个来上清宫修炼的
是中国道教的开山祖师——五斗
米道创始人张陵。他生于东汉光
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4年），25岁
时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后辞
了官，北上洛阳，在翠云峰住了下
来，一心修炼。

目前，主流说法认为，五斗米
道初创时，吸纳了上古自然崇拜神
灵，创造出“三官”，即天官、地官、

水官。魏晋南北朝时，由于道教的
大肆宣扬，“三官”信仰大盛，出现
了“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
厄”之说，并且有了“三官”分别在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降
临人间的说法。

此后，“三官”降临的日子又演
化为三官生日，有了“三元日”之
说，即上元日、中元日、下元日。道
教在这三天要举行迎神祭祀活动，
这三天遂演化为节日，正月十五这
才有了上元节的叫法。

上元节一词出于道教，而洛阳
是道教的发祥地，因此可以推断，
洛阳是上元节一词的发源地。

俗话说“三十儿的火，十五的
灯”，正月十五这一天，人们结伴而
行，赏灯猜谜，热闹非凡，构成了中
国传统节日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上元节节俗为何会与灯关
联？这与早期人类的火崇拜有
关。火是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被
发现并用于实践的一个重要工
具。火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使得人们可以告别茹毛饮血的生
活。上元节人们主要在夜里活动，
出于照明需要及精神慰藉的需要，
出现灯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目前，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个明
确把上元夜与灯联系起来的人，是
东汉明帝刘庄。东汉永平年间，刘
庄为推崇佛教，于上元夜在宫廷、
寺院“燃灯表佛”，令士庶家张灯。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西域十
二月三十乃汉正月望日，彼地谓之
大神变，故汉明令烧灯表佛。”东
汉以洛阳为都，也就是说，上元节
灯俗起源于洛阳。

东汉时，上元节燃灯仅在宫中
开展，至隋唐时期，上元节燃灯已
经是一个倾动上下、大众参与、全
民性凸显的重要节俗了。

史料记载，隋炀帝杨广每逢正

月十五，都会举办大型元宵佳节盛
会，以此来招待各国外宾及使节。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上元节，
隋炀帝邀请一些域外首领聚集东
都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
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
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
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
岁以为常”。一场盛大的灯火歌舞
联欢会，由正月十五一直持续到月
底，历时半月之久，而且“岁以为
常”，年年如是。

上元节灯俗经过不断的完善
与演化，真正成为一项固定的节俗
是在唐代中期，具体始于唐玄宗。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记载，天
宝三载（公元744年），朝廷正式下
诏，正月十四至十六日，“开坊市燃
灯，永为常式”。自此，上元节燃灯
有了相关的法律与政治保障，后世
因而袭之，灯也成为这个节日最重
要的元素。

到了宋代，各类记录中正月
十五元宵节的称呼已经远远多过
上元节，元宵节逐渐替代上元节，
成为这一节日的主要称呼，直至
今日。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俗话说“不出十五都是年”，如
果说除夕夜是关起门来过团圆年，
那么突出一个“闹”字的元宵节，就
是人们在户外活动的热闹年。您知
道吗，元宵节又称上元节，上元节一
词及上元节灯俗的起源，都跟咱们
洛阳关系密切。

上元节灯俗起源于洛阳0303

■开栏语

洛阳是上元节一词的发源地0202

正月十五为啥能成节日0101

志愿服务 增辉洛阳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王城公园花灯王城公园花灯

老城十字街花灯老城十字街花灯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花灯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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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瀍河区龙锦嘉园小区热用户：小区频繁出现停暖
现象，希望监管部门予以重视。

瀍河区：经了解，该小区供热服务由河北科莱达公司
提供，依据其与郑州铁路局洛阳建筑段早期签订的供热
协议，其是该单位招标选定的，我区无权管辖。建议诉求
人联系郑州铁路局洛阳建筑段解决。

●伊滨区建业龙城东望小区二期热用户：小区2号
楼、8号楼业主多次与热力公司、区政府及开发商沟通，
但供热时间依然不明确。

洛阳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经与开发商核实，建业龙城
东望小区二期供热设施尚未完工，包括2号楼、8号楼在
内的二期已交付楼栋暂不具备供热条件。我公司已向开
发商及伊滨区政府反映，请其尽快完善供热设施。

●某热用户：过热费现在还允许收吗？
洛阳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您所说的过热费应该是基

础热费。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相关文件，我市从2017年开
始停收空置房和报停用户的基础热费，也就是说2017年
以前空置房、报停用户需要缴纳过热费，2017年之后空
置房和报停用户无须缴纳过热费。

（洛报融媒记者 周欣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