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A

20212021年年66月月1919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编辑／赵佳编辑／赵佳 校对／陈治国校对／陈治国

组版／建成组版／建成

将全面加快机电安装、内部装修和车辆调试等工作进度

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
全线“轨通”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近日，一段洛阳的传统文化“洛神”的故事，被创作
拍摄成为水下舞蹈《洛神水赋》，火遍了全国。演员在水
中拂袖起舞的风姿，把曹植《洛神赋》中所写洛神“翩若
惊鸿，婉若游龙”的舞姿完美呈现了出来，令网友无不古
今交感，纷纷留言“怒赞”：“我是看到神仙了吗？”

这段舞蹈表演时长不足2分钟，却处处体现着对
传统文化雕琢的匠心。无论是故事的选择、节目的表
现形式，还是服装、道具，都让观众耳目一新。它所带
出的超高热度，既展示了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巨
大力量，又让我们体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
在传承、创新中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是一座“富矿”，怎么挖是一件很讲究的
事。从《洛神水赋》的创新来看，它通过水下虚拟效

果，将空间场景无限放大，从而让传统文化不再停留
于文字、图片、文物，瞬间立体、灵动起来，变得真实可
感。换句话说，我们身边优秀的传统文化，只要找到
契合大众需求的出口，跟得上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
就能获得喜爱和认同。

洛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常用“伸手一摸
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唐砖汉瓦”来形容文化
的厚重。近年，以洛阳文化符号为核心，已有很多让
人眼前一亮的文化产品出现：从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
公园推出《古画里的大唐》，让“唐朝小姐姐”从唐代名
画《捣练图》中“走出来”，到洛阳牡丹博物馆的牡丹霓
裳装束复原秀，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生”，再到以龙
门石窟为大幕演绎《帝后礼佛图》，让流失海外的国宝

“复活”……这些创新之举，都在不断收获观众的“芳
心”，也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勃勃生机。

无论是本土文化节目“圈粉”，还是外地文化节目
“出圈”，都在启示我们，多一些创新精神，多用匠心去
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别开生面的创作，不仅
可以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能为自己“创
造”越来越多的高光时刻。

□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马毓鋆 董琪

本报讯 昨日，一段轨排在文博园站西线完成铺
装，标志着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全线“轨通”。

当日上午，中铁十一局集团经三路铺轨基地轨道
车运送的轨排，途经7个区间抵达地铁2号线文博园
站，随着西线最后一排轨排成功铺设合龙，标志着地
铁2号线正线实现全线“轨通”。

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均为地下线路，起于国家牡
丹园附近的二乔路站，沿邙岭大道、国花路、解放路、隋
唐城路、王城大道、开元大道、兴洛西街、龙门枢纽、伊洛
路走行，止于伊洛路与龙门大道交叉路口的八里堂站，
全长18.2公里，共设车站15座，平均站间距约1.25公
里，在解放路站与已开通运营的地铁1号线换乘。

2019年12月31日，地铁2号线铺轨作业正式启
动。按照计划，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分两个标段铺设
轨道，共设经三路站、解放路站、体育中心站、关林大
道站、龙门大道站、刘富村车辆段6处铺轨基地。

此次完成最后一排轨排铺设的文博园站至牡丹
桥站区间，全长2031米，是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的最
后一个铺轨作业面。施工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了减小列车运行产生的噪声，该区间
铺轨除了采用传统的一般整体道床，在洛河河床区段
还按照“洛阳地铁洛阳造”的要求，采用由七二五所研
发、制造的高标准组合道床，最大限度减小列车运行
对河床、牡丹桥的震动影响。

市轨道交通集团建管公司副总经理尹东建介绍，
受下穿洛河段盾构区间隧道建设影响，牡丹桥站至文
博园站铺轨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为此，市轨道交通集
团认真落实“马路办公”要求，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重
点在施工组织、工序优化、力量配置等方面作了针对性
优化调整，比计划工期提前12天完成该区间铺轨。

按照计划，地铁2号线
一期工程部分车站已经开始
站台屏蔽门、电梯等内部装
修工作，全线电力管线安装
也已实现阶段性目标。下一
步，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将
全面加快机电安装、内部装
修和车辆调试等工作进度，
为尽快实现“电通”和车辆联
调联试等奠定基础。

从《洛神水赋》看传统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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