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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来自全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河洛文化传承创新大计——

注重特色，将河洛文化融入城市建设

在谈到洛阳如何将传承、创新河洛文化

同城市发展相结合时，不少专家表示，当前中
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通病是贪大求全，洛阳要
规避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将河洛文化融
入城市建设。

广州市社科联普及处处长王文琦表示，
城市建设，“特色”比“特大”更重要，对洛阳这
样的文化名城来说更是如此。“城市细节改造
可以融入文化元素。”王文琦建议，洛阳可以
打造“文化步道”和“生态绿道”，将洛浦公园

“带状公园”的概念引入城市的各个角落。
除了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有特色，人才的

培养也至关重要。河南省社科院原纪委书
记、副研究员杨海中表示，洛阳下一步需要加
强对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从而进一步发掘
河洛文化，形成城市特色，这样才能符合洛阳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地位。“河洛文化应作
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全球文化竞
争。”王文琦说。

□记者 杨寒冰 实习生 赵丹

昨日，我市首届新思维小学生作文
大赛启动仪式在西工区芳林路小学举
行。据了解，这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一次
作文比赛，初赛选手共4万余名。

此次作文大赛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主办，由市教育局
中小学教研室和市儿童文学会联办。

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
段，今年11月开始，明年5月结束。

本次大赛有三个特点：一是复赛、
决赛现场抽题，比的是真功夫；二是由
知名作家、名校校长担任评委，从文学、
专业的角度评判学生的作品；三是决赛
由名校校长出题，更贴近学生的生活，
发挥空间更大，为优秀学生尽情展示才
华提供平台。

参赛者为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学
生，截至目前，报名参赛的选手已有4万
余名。

此次作文大赛的总顾问、知名作
家、洛阳师范学院原校长叶鹏教授在启
动仪式上寄语小学生，写作离不开想
象，想象力是写作的源泉，而作文训练
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大有帮助，希望通
过作文大赛，让更多的学生发挥想象
力，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通过写作，
明白事理，学会做人。

我市首届新思维小学生作文大赛
昨日启动

名家当评委
4万余人比才华□见习记者 潘立阁

昨日，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洛阳理工学院
召开，来自全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为弘扬河洛文化、促进我市发
展献计献策，会上还对本次研讨活动
的优秀论文进行了颁奖。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河洛文
化是中国古代区域文化中的“核
心区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
文化”。

“区域文化虽然各有特色，但
大部分与河洛文化有关。”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河洛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庆柱说。

对此，广东省社科联副主
席顾涧清十分认同，他表示，岭
南文化的特色就是“集中原之精
粹，纳四海之新风”，由此可见河
洛文化的辐射力。

河洛文化对南方文化有重

要意义，对北方文化更是影响
深远。“大运河以洛阳为中枢，
它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不仅
运粮食，还运人才和文化。”刘庆
柱认为，正是隋唐时期大运河
的修建，带动了北方经济文化
的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丝绸之路与
大运河在洛阳的交会，将河洛文
化、中华文化带到了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地位。“外国文化通过丝绸
之路传到洛阳，再由大运河带向
全国；全国的文化由大运河汇集
到洛阳，再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
界。”刘庆柱说。

【观点】河洛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文化”

【方向】
城市建设，
“特色”比“特大”更重要

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双申遗的成功让人
欢欣不已，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法回
避——遗址虽好，都在地下，观赏性不强。

对此，刘庆柱表示，随着人们物质水平和
精神水平的不断提高，欣赏水平也相应提高。

“过去人们爱看假的、新的，现在真的、古的越来
越受欢迎。”他表示，“洛阳应做好遗址保护工作，
这些看似枯燥的大遗址，会越来越有魅力。”

在谈到洛阳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时，
不少与会专家表示，洛阳的旅游景点应尽快
摆脱“门票经济”，以名胜古迹为核心，带动周
边产业发展，实现河洛文化的完整传承和创
新发展。

【建议】
以名胜古迹为核心，
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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