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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很多市民发现，在一些道
路的斑马线前，新增了“车让人”的醒
目标语，这是我市倡导礼让斑马线实
施的举措之一。另外，斑马线附近还
将设置“文明礼让”提示标牌，行人过
斑马线专用手势也将发布。

事实上，“车让人”的道理多数司
机都懂，可在现实中，经过斑马线时，
一些司机“宁抢三分，不让一秒”，遇到
行人，不但不减速、不让行，反而鸣笛
加速通过，行人只能小心翼翼、“步步
惊心”。从表面上看，“车不让人”属于
驾驶陋习，实际上则是司机缺乏对法
律的敬畏。

“车让人”标语，把法律条文用
一种更直接、形象的方式进行了强
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机动车驾
驶员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车让
人”上路，体现了交管部门的一种人
文关怀。

“车让人”是文明交通的必需
品，“上路”有必要，“上心”更重要。
而把“车让人”写在人们心里，不仅

需要温情脉脉的倡导，也需要恰如
其分的惩处。

任何一种文明的形成，都需要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类似于“车让人”标语的提示与引
导，也需要通过法律来鞭策和促进。
对于那些遇到“提示”却视而不见的司
机来说，必要的惩处能督促他们增强

“车让人”的意识。
在杭州，很多司机有“车让人”的

习惯，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倡导和严管
缺一不可。2015年11月，杭州出台了

《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斑
马线不让行的司机将被依法处以100
元罚款、记3分。

“车让人”不仅是交通文明的体
现，更是必须遵守的交通法规，只有
对违法者进行必要的处罚，才能让他
们抛弃侥幸心理，做到心中有戒；只
有倡导和严管兼备，自律和他律并
重，司机和行人相互理解、共同发力，
才能最终实现“车让人”的文明交通
秩序。

“车让人”
“上路”更应“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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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倡导和严管兼备，自律和他律
并重，司机和行人相互理解、共同发力，才
能最终实现“车让人”的文明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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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
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陶渊明这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是
80后实业家朱龙龙最喜欢的古文，他梦
想着有一天为洛阳人建一个自己的“世
外桃源”。如今，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
这个梦想正逐渐照进现实——“倒盏民
俗文化村”项目一期已经完工，近期将
试营业。

洛阳人的“桃花源”，南依万
安山，北临伊河

这个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桃花
源”位于龙门石窟东6公里，它南依万
安山，北临伊河，风景秀美。高大的牌
楼前，“倒盏民俗文化村”的字样提醒来
者即将进入另一方天地。

沿着牌楼下的道路步行百余米，
下个坡便进入村里。屋舍俨然，街道
整齐。初秋明亮的阳光下，泥瓦房与
青石板构成的村落在周围青山绿树的
掩映中，透着别样的安逸与舒适。坐
在村口的茶棚下，朱龙龙问：“这里像
不像‘桃花源’？外面看着没什么，走
几步，豁然开朗。”笑谈中，低调的他脸
上满是自信。

在倒盏村逛一圈，你会认同他的这
份自信。这个新建的村落里，处处保留
着原住居民的建筑风格，水席街、回民
街、作坊街、汤街区位划分明确，戏台、

擂台、茶台、廊桥错落其中，修缮一新的
古庙、玉仙洞、将军墓等讲述着历史也
见证着变化……眼前的一切让人不由
得畅想起在这里品水席、听戏曲、赏民
俗的种种惬意。

交谈中得知，不到而立之年的朱龙
龙已干了不少“大事”：操盘房地产，经
营英式主题高档楼盘，如今项目运营数
年，已接近尾声；与团队涉及制造业，其
出产的钢制家具名列同行业前茅……

重拾洛阳民俗文化，让纯朴的
农民自信起来

从“高大上”的英式楼盘，到接地气
的民俗村，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跨越呢？

身为河洛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洛阳
人，无论走多远，朱龙龙心里对家乡、对
农村生活都有着温暖的记忆。在外闯
荡多年再回到家乡，他发现，家乡不是
不美，而是缺少发展机遇，农民不是不
勤劳，而是不自信。怀揣着让农民富起
来、自信起来的想法，他开始围绕着农
业、农民、农村经济寻找新项目。

他想到了为扩建厂区而闲置的土
地，决定开发倒盏民俗文化村。“农民是
非常质朴的，他们身上的局限性多是因
为不自信。如果让他们赚钱变得轻松
起来，或者说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他
们就会自信起来，生活也会变得更好。”
朱龙龙说，“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这是我

开发倒盏民俗文化村的初衷。”
这也是他和团队深思熟虑、多方考

察的结果。“钢制家具、房地产都属于第二
产业，而倒盏民俗文化村是第一产业中
农业经济的范畴，做得好的话，最终产值
将超过第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项目。”朱龙龙说。

规模庞大，田园综合体呼之
欲出

倒盏民俗文化村处处可见农村生
活的痕迹。朱龙龙说：“将来这里不是
有民俗味儿的商业街区，而是有商业味
儿的热闹村落，吃的、用的、卖的，都是
村民们自己生产的。这里不仅保留村
民生活的习俗，还将成为河洛地区农村
生活真实的样本。”

目前，倒盏村里残破的民居得以精
心修缮或重建，古村周边面临拆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遗迹得以保护性再现，
古朴的村落展现出时代的生机。

真实地展现农村生活，只是倒盏民
俗文化村发展的第一步。朱龙龙说：“倒
盏民俗文化村项目总规划6000余亩。
下一步，我们将在这里复原河洛姓氏文
化，让每个洛阳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
在这里‘留住乡愁’。最终我们要在3年
内将这里打造成集木屋、庄园、耕种体
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地址：伊滨区玄奘大道倒盏民俗文
化村（奥斯陆水上世界旁）

电话：0379—69850999

从英式楼盘到民俗村落，80后实业家朱龙龙一直在路上

洛阳人的“桃花源”倒盏民俗文化村

【新闻背景】这个学期，浙江省五年
级小学生要开始学中医课。据悉，60
万册中医教材正加急刊印，首批10万
册教材已在路上，不久将出现在课堂
上。（据《钱江晚报》）

把中医知识列入中小学必修课
程，这一全国“首创”引发了热议，
网上甚至出现了“中医粉”和“西医
粉 ”的 论 战 ，家 长 们 对 此 也 是 褒 贬
不一。

赞成的家长说：“应该提倡学习中
医，中医不该被遗忘。”“弘扬传统文化
很好，中医是有用之学。”反对的家长则
说：“中医晦涩难懂，小学生是否真能看
懂学会？”“‘小升初’在即，会不会加重
孩子的课业负担？”

由此可见，质疑的焦点主要在这
样做是否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以及
小学阶段能否收到期望的中医启蒙
效果。

其实让小学生学中医知识这个提
议早就有了，去年国务院颁发《中医药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纲 要（2016 年 —2030
年）》，明确2030年前，要把中医药知识
普及，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
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课程。
提倡中小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目的是培

养孩子的健康生活理念，培育孩子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

中医和国学、历史等都有关系，让
孩子们学习中医，可以培养他们成为
文化与精神的有根之人，并把中医的
科学价值与精神传递给每个家庭。通
过学习中医，还可以鼓励孩子们养成

“顺应四时”的作息习惯，多做运动，强
身健体。

不过，家长们的担心也并非多余，
这些实效能否在小学课堂落地，关键在
于教学方面，如教材的编写、教师的教
授等。

中医教材进小学，兴趣引导是关
键：课程内容浅显易懂，知识点到位但
不生涩，浙江省中医教材此次进行了积
极尝试，比如有一章节文末的“想一想”
内容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面色苍
白、弱不禁风，你认为她哪个脏器可能
出了问题？

多些感性设计，兴趣引导，能激发
孩子学习古人的中医智慧，这样的中
医教材不但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
担，还会起到缓解学生身心压力的积
极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中医教材进小学还
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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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教材进小学
兴趣引导是关键

倒盏民俗文化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