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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依然盛放，国色一路飘香

看点早知道

□记者 陈兵 王妍 实习生
马韵

市假日旅游指挥中心的统
计数据显示：25日和26日，全
市各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104.95 万 人 次 ，门 票 收 入
1736.07万元。

昨日，在王城公园月亮门
晚开牡丹观赏区，一株黄色牡
丹吸引了游客的目光。这株牡
丹叫“名望”，是美国品种，属单
瓣晚开品种，花期一周，能持续
开到五一假期。

第 33 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花期预测预报小组发
布最新花情。国际牡丹园全
园仍处在盛花期，市内其他
牡丹观赏园晚开品种也处在
盛花期。鸡冠洞高山牡丹园
部分早开品种牡丹盛开，白
云山高山牡丹园的牡丹含苞
待放。

■ 四星级牡丹观赏园

国际牡丹园 全园仍处在
盛花期。园内海黄、花王、姚黄
等品种成片盛开，豆绿等品种
初开。最佳赏花点在华夏园、
锦绣园、万芳园和九色园。洛
阳首届兰花展正在该园举办。

国家牡丹园 晚开品种仍
处在盛花期。园内万花盛等品
种成片盛开，海黄、岛大臣等品
种初开。四季牡丹展览馆内有
30 多个品种 130 余盆牡丹盛
开。中国·洛阳牡丹盆景插花
艺术展正在举办。

王城公园 晚开品种仍处
在盛花期。园内海黄、初乌、花
王等品种成片盛开。园内早开
芍药初露芳容。主要赏花点在
牡丹仙子和甘堂洲等观赏区。
第二届郁金香艺术展和第七届

“王城之春”牡丹插花艺术展正
在举办。

神州牡丹园 晚开品种仍
处在盛花期。园内花王等品种
成片盛开，海黄、黑豹等品种初
开。最佳赏花点在国花坛和晚
花园。四季展厅正在举办牡丹

插花艺术展。
中国国花园 晚开品种仍

处在盛花期。园内花王、五大
洲等品种成片盛开，海黄、金阁
等品种初开。主要赏花点在国
色广场和开元富贵广场。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晚开
品种仍处在盛花期。园内花
王、金阁等品种和紫斑牡丹系列
成片盛开。主要赏花点在西北
牡丹区、欧洲园、科技园。世界
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科普展正在
千姿牡丹园内举行。

■ 三星级牡丹观赏园

天香牡丹园 晚开品种仍
处在盛花期。园内葛巾紫等品
种盛开，海黄、迟蓝等品种初开。

郁金香牡丹园 晚开品种
仍处在盛花期。园内花王等品
种盛开，海黄、豆绿等品种初
开。园内郁金香晚开品种仍处
在盛花期。

牡丹公园 园内海黄等品
种开放。第 33 届牡丹灯会正
在举办。

西苑公园 园内豆绿、金阁
等品种开放。

□记者 潘立阁 张怡熙

在一个班里，许多同学
得到了“小红花”，但有一个
小朋友因为成绩较差而没有
得到。经过大家相互帮助，
这个小朋友终于得到了“小
红花”……

在25日的“百姓舞台”
上，洛龙区舞之爱舞舞蹈团
凭借一个富有故事性的舞蹈
《手拉手》，夺得了“每日一
星”奖。

虽然这个舞蹈团登台

表演的小朋友们平均年龄
只有10岁，但在做劈叉、下
腰等具有较高难度的动作
时，一气呵成，各种表情也
很到位。

该舞蹈团的老师王芳介
绍，在这批孩子中，多数已学
习舞蹈3年了，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课堂上，孩子们练习基
本功都很勤奋。不少家长表
示，学习舞蹈虽然很辛苦，需
要长期坚持，但孩子们在学习
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身体，
还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记者 陈兵 特约记者 乔丽
娜 实习生 马韵/文 记者 杜
卿/图

昨日，王城公园内人头攒
动，赏花的游客依然很多。《洛
阳晚报》记者得知，一批从栾川
移栽的高山牡丹是该园花开不
败的“秘密武器”。

王城公园副主任李雅芳介
绍，为了确保今年牡丹文化节
尾声阶段牡丹观赏效果，提升
观赏档次，该园早作准备，在位
于栾川县三川镇的高山牡丹基
地储备了一批精品牡丹。目
前，这批牡丹正陆续从栾川县
往王城公园移栽。

“去年，王城公园首次尝
试移栽高山牡丹，收到了良
好效果。”李雅芳说，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牡丹花期逐步
提前，到牡丹文化节尾声阶
段以及五一假期期间，能保
持盛放的牡丹品种已经不
多，且花色单一。

4年前，王城公园技术人
员向国内顶级牡丹专家请教，
并经反复论证，在位于山区的
栾川县三川镇选择了一处牡
丹基地种植牡丹，此举就是为
了在牡丹文化节尾声阶段，将
高山牡丹适时补充进市区，以
延长牡丹花期。

该高山牡丹基地占地约

1.5万平方米，种植早、中、晚
不同花期牡丹近万株。“4月
25日至5月5日，我们将把30
多个品种近万株高山牡丹分
三批陆续运到王城公园。在
五一假期期间，只要到王城公
园，就能看到高山牡丹。”李雅
芳表示。

昨日下午，《洛阳晚报》记
者在王城公园里看到，技术人
员正在移栽高山牡丹。王城公
园副主任李韶霞说，为保证高
山牡丹移栽的成活率，技术人
员采用环保种植袋运输，这种
种植袋透水透气性很强，还能
防止自然断根。在移栽后，除

了浇水，技术人员还会采用微
喷技术，为高山牡丹降温，以
延长花期。

高山牡丹与在市区见到的
牡丹有什么区别？李韶霞说，
高山牡丹在自然条件下生长，
克服了盆栽牡丹在移栽或经冷
库低温处理后无法适应外界环
境、保持自然特性的缺点，株型
端正、花头挺立、颜色纯正、花
期适宜。另外，这些高山牡丹
早开、中开、晚开品种搭配，各
色系兼有。

目前，在王城公园晚开牡
丹观赏区，新移栽的20多个品
种的高山牡丹已经绽放。

有爱的《手拉手》摘“星”

高山上的“来客”分批安家王城公园
来自栾川县三川镇的近万株高山牡丹已开始逐批移栽，花期至五一假期之后

□记者 潘立阁

●文化部推荐优秀剧
目洛阳展演月活动

时间：28日和29日20时
地点：洛阳国学剧院
看点：在国际上收获

赞誉的中国首部国学修行
剧《功夫诗·九卷》将精彩
上演

●河洛欢歌·广场文化
狂欢月活动

时间：28日9时30分至
11时

地点：周王城广场
看点：汝阳县文化馆将

带来戏曲专场演出
●百姓舞台
时间：28日11时
地点：周王城广场
看点：涧西区文化馆将

带来该区的“百姓舞台”节
目，相关专家将在现场进行
打分，评出“每日一星”奖

移栽至王城公园的高山牡丹盛开，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国学修行剧不可错过

□记者 潘立阁/文 张怡熙/图

昨日，“河洛欢歌·广场
文化狂欢月”活动继续在周
王城广场举行。最终，来自
洛阳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
会的欣欣舞蹈团凭借舞蹈
《国色天香颂牡丹》摘得当日
“百姓舞台”的“每日一星”奖。

逼真的牡丹道具、多

变的舞蹈队形、优雅的舞
姿……该节目一开场就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这些服装和道具是我
们自己挑选的，舞蹈是由老
师编排的。”该舞蹈团团长姜
萍说。该舞蹈团已经成立6
年，现有成员30多人。每周
她们都会进行两次训练，主
要练习形体等。

舞出最美“牡丹”
摘得“每日一星”

舞
蹈
演
员
卖
力
表
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