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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旅游年票管理办公室

获悉，牡丹阁景区成为洛阳旅游年票的又一“新成

员”。自12月1日起，洛阳旅游年票用户持洛阳

旅游年票可免门票进入牡丹阁景区游览。

牡丹阁景区位于洛龙区，包含国内唯一的牡

丹专题博物馆——牡丹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数

字展示、教育研学、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景

区。目前，牡丹阁景区首道门票票价为30元（不

包含二次消费及负一层），可观光楼层为一层至四

层、十层和十一层，持洛阳旅游年票的游客可免费

游玩首道门票所包含楼层。

洛阳旅游年票是我市推出的一项文旅惠民

举措，目前，洛阳旅游年票涵盖景区数量已达

58家。

洛阳旅游年票
新增1家景区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任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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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曾是不少城乡居民的“生命线”，有

储水、供水、防火之用。如今，随着时代的发

展，完成历史使命的水塔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线。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伊滨

区文物普查队在寇店镇刘李社区发现了一

座保存完好的水塔，其背后还有一段有意

思的故事。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水塔就

矗立在刘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方的广

场上，其高约15米，直径约4米，整体为砖

结构。塔身和塔顶位置，“好好学习 天天

向上”等水泥大字依然清晰可见，散发着

浓浓的年代气息。水塔的底部有一道铁

门，里面还保留着当年的水泵、水管等配

套设施。

70岁的刘李社区居民李泽普回忆，20

世纪70年代之前，当地村民全靠手摇井吃

水，不仅取水时费时费力，水质和水量也

不稳定。1973 年前后，村里决定解决村

民“吃水难”问题，于是，村干部带着村民

一起上，耗时数月建设了这座水塔。自

此，村民们彻底告别了“靠天”吃水的生

活方式。

在水塔旁边几米的位置，地面上安装

着一个井盖。李泽普说，这里就是当年水

塔的取水井，井水长年不断，水质清爽甘

甜。当时，水泵把井水抽出后，通过管道输

送至水塔顶部的储水室里。阀门一开，水

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管道流到村里的

各个街道，村民只需出门走几步路就能用

水龙头接水，跟如今的自来水几乎无异。

“那个年代能用上‘自来水’，十里八乡

的人都特别羡慕。”李泽普说。

当年的刘李村，为何能率先让村民用上

“自来水”？记者在《洛阳村史通览》一书中

找到了答案。

原来，1962年，刘李村干部群众节衣缩

食、筹措资金，想方设法买来了电机、变压器

等当时奇缺的材料，成为当时寇店镇第一个

通电的村子。以此为契机，刘李村又干了几

件“破天荒”的大事——

从伊东大渠引水，修筑提水站、硬化渠，

使村里2000多亩农田首次实现旱涝保收，

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成立面粉厂、翻砂厂、化工厂等，大力发

展集体经济，让村子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先

进村；

在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村小学内修建一

座水塔，地下水管引到村民家门口，让大伙

儿实现“用水自由”；

…………

随着村子的发展，村民也过上了好日

子。当时，刘李村规定，凡是本地村民，磨面

优惠，吃水免费。待到年终结算时，家家户

户有分红。村里一度流传着“吃水磨面不花

钱，过年分个割肉钱”的顺口溜。

“当时我是村里的出纳，印象最深的是，

县里经常来我们村开三级干部会议，一来就

是几百号人。为啥选择在我们村？因为不

缺水和电，干啥都方便！”回想当年，李泽普

脸上满是自豪。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刘李村当年的

很多建设项目都已消失不见，只有这座水塔

因处在村小学内得以保留至今，成为村庄发

展变迁的历史见证。

伊滨区寇店镇刘李社区水塔：

助力实现“用水自由”见证村庄发展变迁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启动以来，我市各县区文物工作者对登记在册的所有不可

移动文物进行实地复查，同时梳理2012年以来考古发掘、区域专项调查、面向社会征集等方

面的新线索，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眼下，我市“四普”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各地新发现正持续增加。今起，本报开设《走近洛阳“四普”新发现》栏目，挖掘新发现价值和

背后故事，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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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在瀍河区旭升社区邻里中心，居

民在打乒乓球、跳舞、健身。

冬日里，温暖舒适的邻里中心、河洛书苑等

处，成了群众家门口的“能量充电站”，让大家乐享

冬日惬意时光。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许红丽 摄影
报道

乐享冬日时光
水塔上的水泥大字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