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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燕锋

慈禧和光绪皇帝在洛阳留下了哪些故事？袁世凯修建的西工兵营
原貌如何？……昨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洛阳这百年》举行首发
式，这些疑问在书中可得到一一解答。

该书还通过对洛阳近代史的梳理和对当代人物的专访，讲述了1901
年到2000年的100年里，洛阳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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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到2000年，洛阳大事
不断。到底发生了哪些大事，普通
老百姓也许无法说得很清楚。

《洛阳这百年》一书写得很详
细。翻开这本500多页的厚书，从
千年帝都的变迁到改革开放初期

“洛阳三颗明星”（杜康酒、洛阳浮
法玻璃、春都火腿肠）的出现，从
洛阳铁路的前世今生到洛阳牡丹
文化节背后的故事，从两宫回銮过
洛阳到蒋介石洛阳祝寿……各种
历史记忆的片段，一一展现在我们
的面前。

关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
洛阳之行，该书作了详细的介绍。

据介绍，慈禧太后当时对全国
最负盛名的石刻博物馆“存古阁”
（位于洛阳东关千祥庵）颇感兴趣，

曾到这里观赏里面的隋唐石刻。
民国初年，时任洛阳县县长的曾炳
章还对“存古阁”进行过扩充，但在
抗战期间，“存古阁”被日军飞机轰
炸，馆藏尽失。

对袁世凯在洛阳修建西工兵
营一事，书中提到，这座规模庞大
的兵营从1914年开始营建，历经
两年时间，建筑商来自河北石家庄
等地，总共耗资170万两白银。西
工兵营营房全为砖木结构，木料是
从东北运来的红松。据介绍，当时
的西工兵营东起五门屯，西至灵官
庙，南抵下池，北到金谷园，占地
4000余亩。

说起牡丹，洛阳人都会想到周
总理命名的牡丹燕菜，可您知道
吗，周总理虽倾心牡丹，却总无缘

在洛阳看牡丹。书中提到，1959
年，周总理来洛阳视察时曾问起牡
丹的情况，但由于当时是秋天，无
缘得见。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虽又
三次到洛，但每次的季节都是秋
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洛阳牡丹被移栽到中南海后，北京
才有了牡丹。

赵海均介绍，全书共40个章
节，基本涵盖了100年来洛阳发
生的事件。为了让大家对洛阳历
史有更深切的了解，写作过程
中，他采访了近百名当事人，走
访了数百名洛阳人，大家以自己
的经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洛阳解
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了洛阳
改革发展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
过程。

□记者 李燕锋

本报讯 本周六，“洛阳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化骑行之旅”
将再次出发，带大家走进户外“非
遗课堂”。如果您有兴趣，不妨也
加入这支队伍，和大家一起擂曹
屯排鼓，赏牡丹瓷制作工艺，看杜
康酿酒工艺……

此次活动的骑行路线和了解
项目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洛龙区曹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曹屯排鼓）——
关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关公信俗）——盛唐牡丹瓷研
发基地（牡丹瓷制作工艺）——伊
川程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程门立雪传说）——杜康集团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杜康
酿酒工艺），全程来回约80公里。

负责组织此次活动的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9月22日举行的第一次
活动中，我市560名自行车骑行爱
好者以健康出游的方式，探访我
市北线“非遗”项目，并向沿途群
众宣传无车日低碳出行理念，参
与人数创我市单次骑行活动之
最。大家的热情使活动组织方更
加坚定了组织“文化骑行之旅”的
信念，今后，他们将尽可能多地利

用周末时间开展这样的活动，让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我们了解到，本周的活动得到
了洛阳美利达、洛阳骑友驿站俱乐
部和洛阳梦想骑行社的大力协
助。其中，洛阳美利达将向参加当
日活动的骑友提供精美补胎工具
套装1000份，前1000人每人1份。

集合时间：10 月 13 日 7 时 50
分，出发时间：8时20分。

集合地点：市群众艺术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州
路与芳林路交叉口西，原洛阳博
物馆院内）。

提醒：为保证活动的安全性，
谢绝不戴头盔者参加。

特别提示：参与活动人员可
免费进入关林景区参观，但大家
必须携带洛阳本地身份证，凭证
进入。

此外，本次骑行活动为非营
利性质的自助旅游活动，具有一
定的危险性。您想参与的话，可
登录洛阳网论坛，认真阅读《文化
骑行之旅系列活动注意事项及免
除责任》的有关内容，确认后跟帖
报名，并按本责任书涉及的内容
进行自我约束。

如有疑问，您也可拨打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电话
64853528咨询。

□记者 连漪

52天，586场戏，辗转宜阳县
3次、嵩县7次、孟津县2次、汝阳
县1次，近4000人次参演，却无一
人索要片酬……对电影人来说，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市的
一群网友实现了。这部由网友自
筹资金、自导自演的电影——《新
地雷战》昨日在工人俱乐部进行
了首映，1200多名观众参加了首
映礼。

据《新地雷战》导演“奇石顽
童”称，《新地雷战》在情节和台词
上与原作并无太大变化，是网友
对红色经典的一次重温，以此感
受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奇石顽童”
说，重温红色经典本身就是一种
爱国的方式，希望能借这种形式

让大家学会感恩，学会珍惜。
该片同时获得“红色经典老

片《地雷战》的首次翻拍”、“国内
首部网民组织、翻拍的电影”、“洛
阳首部彩色战争题材电影”等数
个“第一”。

据称，该影片首映后将陆续
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影片全长
80多分钟。

□记者 李三旺

本报讯 日前，由河南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29届（2011
年度）河南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洛
阳日报报业集团有21件作品获奖。

《洛阳日报》有 11件作品获
奖。一等奖3件：消息《振兴民族工
业的“争气机”在洛诞生》（作者 赵
志伟 编辑 郝敏），摄影《千桌农家
宴 万人俱欢颜》（作者 张晓理 编
辑 郭宁康），2011年10月8日7版
版面（编辑 刘婷）。二等奖3件：通
讯《偃师农民出国讲学 日本教授组
团听课》（作者 马毓鋆 编辑 陈
兵），通讯《示警，在天桥坍塌前20
小时》（作者 张喜逢 编辑 郭宁
康），2011年11月17日1版版面（编

辑 郝敏）。三等奖5件：消息《中国
一拖成功收购法国 McCormick 公
司》（作者 赵志伟 编辑 郝敏），通
讯《牡丹梦，将在太空发芽》（作者
陈占举 编辑 郑征），言论《要服气，
更要争气》（作者 邓德洪 编辑 郑
征 郝敏），副刊《台儿庄，一次穿越
时空之旅》（作者 温燕 编辑 陈
兵），2011年9月19日9版版面（编
辑 王文斌）。

《洛阳晚报》有 8件作品获
奖。一等奖1件：通讯《洛阳焊工

“焊接”世界》（作者 谢磊 范瑞 余
琼 编辑 焦琳）。二等奖3件：消
息《连救 26 人后，他栽倒在暴雨
中》（作者 刘爱国 乔路 编辑 焦
琳），漫画《盖错地方了》（作者 焦
雅琦 编辑 寇博），摄影《48本“护

妈日记”记录13年点滴孝行》（作
者 赵朝军 编辑 杨文静）。三等
奖4件：消息《河南油田屯1井在伊
川发现油气》（作者 孟国庆 赵朝
军 山军伟 编辑 李喆），通讯《北
邙诸王陵 有了“护身符”》（作者
李燕锋 柴江涛 编辑 陈曦），摄影

《白天卖豆芽 晚上跳拉丁》（作者
赵朝军 编辑 焦琳），摄影《道路本
是洁净地“浓妆艳抹”不相宜》（作
者 高山岳 编辑 范丽）。

《洛阳商报》有 2 件作品获
奖。二等奖1件：通讯《关注非遗，
而非“关住”非遗》（作者 韩霖 编
辑 裴冉冉）。三等奖 1件：通讯

《洛阳工业游 期待叫好也叫座》
（作者 陈小伟 郭旭光 编辑 贺舒
军）。

《洛阳这百年》昨日举行首发式

一本书，“铺开”洛阳百年画卷

《洛阳这百年》一书由我市
学者赵海均先生编著，从 2010
年着手到最终集结出版，历经
两年时间。仔细翻阅这本书，
我们仿佛欣赏到了一幅洛阳百
年宏伟画卷。

该书以时间为顺序，以重大事
件为主线，反映了1901年到2000
年中洛阳发生的若干重大的历史

事件，包括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名
人轶事及文化涅槃等方面，并结合
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事件的前
因后果、历史影响、轶闻花絮、民间
传说等，进行了挖掘和求证。

赵海均说，《洛阳这百年》并非
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众多热爱洛
阳的人士思想和认识的结晶。

他说，洛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
最长、朝代最多、年代最久远的古
都。近代以来，洛阳曾发生过一些
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事件；近100年
来，洛阳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使后人对近代洛阳发生的
事件有个系统的了解，本书对这段
历史进行了梳理，力图全面展现洛
阳百年的沧桑和变迁。

《洛阳这百年》，一幅展现洛阳近现代史的画卷

近百名当事人为您还原历史原貌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21件作品获奖
2011年度河南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

擂曹屯排鼓，赏牡丹瓷制作工艺，
看杜康酿酒技艺……

“文化骑行之旅”
本周六向南开进

网友自拍电影《新地雷战》
昨日首映
之后将陆续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