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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名城联动 共扬国色美名——“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之彭州篇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暖花开，万物复
苏，在公园或是社区晨练的人们多了起来。跳广场舞、打太
极、踢毽子、晨跑……微风里、阳光下，人们正舒活筋骨、强身
健体，一幅人与自然美好和谐的画面呈现眼前。近年来，太
原聚力打造体育强市，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加快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坚持“大健康”理
念，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实现健身、健康向更高质量发展。

全民健身成时尚

4 月 8 日 9 时，龙潭公园大鼎附近的空地上，一支 30 多
人的队伍正跟随欢快的音乐跳着爵士广场舞，个个精神抖
擞，活力满满。

“现在啥也不愁，健康最重要。每天过来跳跳舞，和姐
妹们聊聊天，身心愉悦，挺好。”除了雨雪天，家住小北门的
张宪玲雷打不动地到龙潭公园锻炼身体。“我们学的都是最
流行的舞蹈动作，队里有舞蹈老师指导，每天活动活动，一
天特精神。”今年 67岁的张宪玲自豪地说，“我已坚持锻炼 5

年了，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啥毛病都没有。”
在龙潭公园东门的小广场上，身穿新疆舞蹈裙的李女

士，与舞伴陶醉在音乐中，时而转圈，时而抖肩，时而击掌，
很是欢乐。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不少晨练的男女老少驻足观
赏。“我们舞蹈队从最早的十几人到现在已有 200 多人了，
大家不仅热爱舞蹈，更多的是为了有个健康的身体。”舞蹈
队的高队长手指向正在跳舞的一位看似 60 多岁的男士，

“其实，他都快 80岁了”。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群众运动组织力度，让更多人参

与到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来。去年一年，我市以全民健
身节为牵引，开展社区运动会、“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
动等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全民健身活动，8000 余场活
动累计覆盖群众 100 万人次，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比例达 39.1%。在此基础上，今年我市将继续加大群众运
动的组织力度，力争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以前都是得了病去就医，现在
健康意识增强了，我们都学着主动预防，希望通过增强体育
锻炼尽可能少生病、不生病。”刚练完太极的吴桂香乐呵呵
地说，“我和老伴每天早睡早起，坚持锻炼身体，现在我们的
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

如今，在全民健身运动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
的观念和认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注重把体育运动纳
入了健康生活方式中，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
变，“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

健康运动有方法

每周一、三、五下班后，崔芳都会准时出现在健身房，上

一节有氧健身操的训练课程后，再练练器械。“我已坚持锻
炼 3 年了，刚开始确实很痛苦，但现在特别享受大汗淋漓的
感觉，我的身体有了很大改变。”3 年前，不爱运动的崔芳体
检时发现血脂高、血压高，咨询医生后，她开始了规范科学
的体育锻炼。

“体育运动是由人体循环、呼吸、运动、消化、神经、内分
泌等各器官系统协调配合所完成，对各器官系统产生良好
影响，有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能有效预防疾病，对慢
病的防治也大有益处。”太原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邱生海说，运动可以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分泌，
使消化和吸收的能力提高；可以提高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促
进大脑开发，延缓大脑退化，使思维敏捷，改善身体协调性，
消除脑细胞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可以改善骨质新陈
代谢，促进生长发育，提高骨密度，增强关节功能，使肌肉灵
活有力、耐久高效；还可以提高肺活量，改善血液循环，增强
心肺功能等。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若体育运动过度、不
遵循客观规律，则可能对生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造成运动
损伤、劳损甚至危及生命等不良后果。”邱生海特别提醒，运
动前，必须进行热身活动；运动中，要做好防护，如使用运动
护具、合适的运动衣物及鞋类，学会运动中的保护性动作，
掌握适宜的运动度和量；运动后，要适当放松、拉伸，注意保
暖、补充能量及水分，如有不适，要及时就医。

“为提升群众的健康科普意识，我市不断加强体育科学

健身指导，在举办科学健身大讲堂的基础上，还开展国民体
质监测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引导群众掌握科学健身
知识，提升科学健身技能。”从我市体育年度工作会上获悉，
今年我市将加快推动体卫深度融合，开展“儿童体质健康科
普服务大篷车”活动，创建国家级“体质测定与科学健身指
导站”典型示范案例，并建成太原市运动损伤康复中心，为
专业运动员提供训练监控、运动伤病防治与康复、心理干预
等高质量服务。

健康知识送身边

“自古以来，养生问题一直被关注，而养生的最高境界
就是天人合一。”谈及体育与养生，太原市中医医院中西医
结合主治医师王映红这样说，“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
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体的机能要和自然界的变
化保持一致才能维持生命，即顺应自然。简单说，就是‘跟
着太阳走’。”

40 岁的马晓慧，每天中午都会利用午休时间练一下八
段锦，舒活一下筋骨。“我父亲常年坚持练八段锦，和同龄人
相比，更显年轻，精气十足，身体特别好。”总爱生病的马晓
慧，去年 10 月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八段锦，感言道，“刚开始
照猫画虎跟着练动作，现在学着运气，练了一段时间，感觉
身体更通畅了，小病小痛基本没有了。”

“其实，不管是八段锦、太极、五禽戏，还是其他类型，要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其关键是顺应自然，调整呼吸，
量力而行。”对于马晓慧的感受，王映红非常认同并提醒说，
锻炼身体最好选择早上，要学会调节情志，保持愉悦心情，
保证充足睡眠，多晒太阳，养成自己的锻炼习惯。

“今年我市将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每月开展一次科学健
身大讲堂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带动更多群众投身全民健
身活动。”为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除开设健身大讲堂之外，
我市很多医院和社区还联合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把健
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王映红时常和同事们深入到各个社
区，为群众讲授医疗保健知识。

当下，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已成为健康中国的幸福工
程、民生工程。太原正借助“体卫融
合”健康观念的跃升，倡导市民遵从生
命规律，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持续
的健身锻炼中强健身心，从全民健身
实现全民健康，托起人民群众的“健康
梦”，活出精彩人生。 记者 刘 涛

市中医医院医护人员展示八段锦。（图片由市中医医院提供）

丹景山牡丹花会。 李兰英 摄

天彭牡丹 曾宪茂 摄

当流淌千年的灿烂文明凝聚成一株牡丹，会开出怎样
绚烂的花朵？

当“国花”牡丹遇上“国宝”大熊猫，会是怎样的奇妙体验?

这个春天，那就到四川彭州看看吧。
正值春意正浓时，第 40 届成都（彭州）天彭牡丹花会暨

牡丹文化季已拉开帷幕。得益于大自然的钟灵毓秀，灿烂
辉煌的历史传承，这里与大部分中原牡丹名城有着完全不
同的别样韵味。

源远流长 传承千年的国色天香

近千年前，南宋大诗人陆游遍访彭州名花，在淳熙五年
正月写下了著名的《天彭牡丹谱》，文中赞扬牡丹“在蜀，天
彭为第一”。这部在牡丹园艺史上占有极重要历史地位的
花谱，使得天彭牡丹的知名度走上了巅峰，成为中国牡丹版
图中重要的一席。

回望天彭牡丹之胜景，正是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华灿烂
文化史。

牡丹原产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山间丘陵，相传是神农尝
百草时发现的。彭州也流传着长寿鼻祖——彭祖在古彭州
丹景山一带炼丹发现牡丹的故事。后世人称此山“丹景第
一”，故名为“丹景山”。

彭州栽培、观赏牡丹始于唐。据清嘉庆版《彭县志》记
载，唐代高僧无相禅师，由新罗国来到我国，徙步入蜀，拜师
修行，讲说佛法，主持修建了丹景山金华寺，开始种植牡
丹。牡丹伴随寺庙建成、香火旺盛而逐步繁衍。可以看出，
在这一时期，天彭牡丹可用于“礼佛”。

到 了 后 蜀 时 期 ，天 彭 牡 丹 迎 来 了 发 展 史 上 第 一 个 高
潮。后蜀皇帝孟昶最宠爱的“花蕊夫人”最爱牡丹和芙蓉，
孟昶不但下令在牡丹苑中大量培植收集新品种，还诏令所
属少数民族地区贡献当地牡丹。花蕊夫人《宫词》云：“牡丹
移向苑中栽，尽是藩方进入来。未到末春缘地暖，数般颜色
一时开。”此时，天彭牡丹品种群基本形成。

宋 朝时期，前所未有的盛世将天彭牡丹带向了巅峰。
《广群芳谱》引《成都古今记》：彭城牡丹在蜀为第一，故有小
洛阳之称。天彭谓之花州，牛心山下谓之花村。中国第一
部牡丹诗词集，是名满天下的“红杏尚书”宋祁所著的天彭
牡丹诗词集，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文化意义；陆游入蜀为官
8 年，在此期间仿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体例写了《天彭牡
丹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游在文尾思忆东京汴梁、西
京洛阳遍植牡丹的场景，通过记述天彭牡丹表达渴望收复
故土的爱国情怀，也赋予了天彭牡丹所独有的爱国品格。

古往今来，无数名人与天彭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诗

人杜甫、陆游、薛涛、汪元量、范成大、杨慎、张大千等都留下
了关于天彭牡丹的传世佳作，汪元量《彭州歌》里的“彭州又
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已经成了彭州的城市宣传语；
范成大的一句“彭州花槛满西楼”更是为复兴天彭牡丹、恢
复天彭牡丹花会提供了历史依据；陆游回到故乡绍兴后，对
天彭牡丹念念不忘，又写下了《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
常记彭州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盘；明代著名学者杨慎也曾
两次游览丹景山，醉卧牡丹坪，在《两游丹景山》中，描绘了
丹景山的绮丽风光与名胜；曾经在丹景山写生的国画大师
张大千留寓海外后，时常把思乡之情融在画笔上，画家乡的
山、家乡的水、家乡的牡丹。特别是题画诗“不是长安不洛
阳，天彭山是我家乡。好共诗人订花谱，天彭花是故乡花”，
经常被引用在文化界期盼祖国统一的文章里。

和中原牡丹不同的是，天彭牡丹以“野逸之美”更具观
赏价值和审美情趣。生长于山水之中，天彭牡丹不仅株高
叶茂、花大颈长，还漫山遍野开得自由而灿烂，尤以悬崖断
壁皆生之野趣享誉中外。陈子庄创作丹景野牡丹图，改变
了中国画家以“富贵”之气质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中国开创
了一个画牡丹的新时代；上世纪 90年代，中国花卉协会牡丹
芍药分会将彭州确定为与河南洛阳、山东菏泽齐名的全国
三大牡丹观赏基地，专家们给出的入选理由正是“长于山
野、天然野逸”。

历经沉浮 牡丹城市 IP发扬光大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天彭牡丹，承
载着浓重的人文情结，见证着历史的兴衰。一株花与一座
城，在千年的淬砺中完成了相互成全。

1985年，天彭牡丹被定为彭州市市花，自那年起，彭州已
连续举办了 40届天彭牡丹花会，已成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
知名度最高的牡丹花会，每年春日会期，丹景山牡丹满山遍
野，千姿百态，野趣盎然，为中外游人所赞美，国际树木协会
副主席 G·L·奥斯蒂博士上山考察天彭牡丹，欣然题词赞誉这
里为“人间天堂”。1999年，送展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天彭
牡丹获得了国际奖项之后，更是名声大振。

国运昌时花运昌。走过千年的时势沉浮，天彭牡丹也
以它的命运起伏阐释着“太平盛世喜牡丹”的至理。如今的
天彭牡丹，承载了彭州“击鼓奋进 尚德鼎新”的城市精神，
正以更加灿烂的姿态在当代发扬光大。

如今的彭州，已拥有丹景山、天彭牡丹保育发展中心、
天彭牡丹园、丹景翰林盛世牡丹、杨氏牡丹园在内的多个牡
丹培育、观赏基地，在品种选育上成绩斐然，并已形成集天
彭牡丹品种收集、研发、繁育、种植、深加工、推广应用、休闲
赏花、科普研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漫步在天彭牡丹保育发展中心，这里正是史书记载“牛
心山下谓之花村”所在地，满园花开姹紫嫣红，仿佛回到了
当年牡丹极尽繁盛的时期。这里收集培育牡丹 10 万余株，
品种多达 350 余种，囊括了牡丹家族红、粉、黄、绿、白、蓝、
紫、黑、复色 9 大色系，单瓣、重瓣、千瓣 3 大类别，荷花、皇
冠、金杯、托桂、台阁、金蕊、绣球、菊花、蔷薇、千层台阁等 10

大花型，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牡丹品种紫斑牡丹，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牡丹品种四川牡丹、滇牡丹、圆裂牡丹，以及玉
楼子、丹景红、白雪塔、香玉、金腰楼、青龙卧粉池、绿幕隐

玉、墨润绝伦、紫蓝魁等珍稀品种 300多个。
而丹景山上，则又是一番野趣盎然。在这座山川灵秀、古

迹众多的 4A级景区，共栽培牡丹 300余万株、品种 300多个，
蜀秀园、丹霞园、牡丹坪、大千园等 12大牡丹观赏园区点缀其
中，沿着山道寻香而去，穿着汉服的游人，争奇斗艳的牡丹，今
年景区还特别引入了无人机外卖特色服务，仿佛穿越时空，灿
烂历史和现代文明在此交错，别有一番奇妙的体验。

再续辉煌 从一花独放到百里画廊

从 彭 州 城 区 沿 着 湔 江 河 谷 逆 流 而 上 ，目 之 所 及 ，景 色
犹如画卷般铺展。沃野千里、田园牧歌、高山河谷、森林雪
山 …… 这 条 长约 60 公里、面积超 100 平方公里的城市廊道
一直延伸到龙门山，与大熊猫国家公园融为一体，回荡着立
体山水的“彭派之声”。

从濛阳天彭主城的“双城段”、从天彭到丹景山的“人文
段”、从丹景山到龙门山的“河谷段”，百里画廊不仅连通了
山与城、贯通城与乡，还囊括了彭州几乎所有的产业园区、
景区景点和特色文化，未来将成为整个彭州的产业廊道、景
观廊道、治理廊道、生态廊道和文化廊道。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生态蔬菜和丰富的天然泉水，金色
的油菜花、翻涌的麦浪、沉甸甸的稻穗和翡翠般的蔬菜，奏

响了一年四季的田园牧歌；
这里有供奉佛祖舍利的龙兴塔，有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的古蜀遗址，有中国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彭州白瓷、军屯锅魁、九尺板鸭，有中国川剧之乡，有漫
山遍野的桃红梨白……众多特色文化元素，是数千年灿烂
文明最生动的讲述。

这里有连绵的龙门山，奔腾不息的湔江，有大熊猫栖息
的生态家园。从丹景山到龙门山的“河谷段”是百里画廊最
精华的部分。国际旅居目的地——法式风格的白鹿音乐旅
游景区、国家级无人机飞行基地——天空之眼、两大中国元
素——牡丹花和大熊猫，还有大熊猫国家公园、龙门山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等国字号元素，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
彭州表达。

让文化成链，让产业成链。千年牡丹的城市 IP 托起了
一个个新场景、新产业、新功能、新要素，打造古蜀文化展示
中心等历史文化场景；做强海窝子民俗、白鹿音乐等一系列
彭派文化品牌；推动无人机等优势产业沿线布局；串联山地
运动、民宿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科普研学、音乐体验、
运动赛事等景观业态……

千丈龙门落平川，百里流光映风华。“百里画廊”与古老
的湔江相伴而行，既传承了古代“天人合一”智慧，也体现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在当下更加熠熠
生辉，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 泳

（上接第 1版）积极参与国家和省产业基础再造及重大技术
（装备）攻关工程，打造工业母机产业园。用好保险补偿等
奖励政策，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
版次软件等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施标准质量引领支
撑工程，培育一批全国质量标杆。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各
级标准的制修订，促进高新技术专利化、重点专利标准化。
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加快发展特色消
费品，推动消费品工业做强做优。

数实融合 拓赛道

加速“5G+工业互联网”在生产关键环节深入应用，支
持开发区（园区）、产业集聚区建立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推
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年内完成 227 家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培育一批“5G+工
业互联网”、两化融合、数字化转型等标杆示范和典型案
例。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推进“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
线”，全年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及标杆 10户。

绿色发展 强质效

加快低碳工艺革新和减碳升级改造，推进重点行业单位
产品能耗达到标杆水平。钢铁行业加快产能置换项目、低碳
节能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支持企业实现氢冶金的示范应用。
煤化工行业加快减碳新材料、炭黑原料及能源循环综合利用
等项目建设，发挥 7 米以上大机焦装备优势，申报国家能效
领跑者企业。统筹纯电、甲醇、氢能三个方向，全面做好新能
源汽车的生产和推广应用。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持续开
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 （丁 洁、王春宇）

本报讯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共青团
山西省委将联合成立“山西大学生文旅联
盟”，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重点面向在校大
学生招募新时代青年力量，共同宣传大美山
西，讲好山西故事。

本次招募面向所有在校大学生，省内省
外大学生均可报名参与，只要热爱山西、热
爱旅游，想要将大美山西的风土人情通过视
频、文字分享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或者
有出众的点子，极具创意性的脑洞，能给山
西文旅宣传带来不一样的“花活儿”，都欢
迎加入。

山西大学生文旅联盟成员表现优异者，
可获得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出具的
大学生社会实践证明、青年志愿者证书、山西景区门票及特
色文创礼品等。对有创作能力的大学生联盟成员会择优给
予适当激励，助力大学生当好山西文旅星推官。

符合招募条件的大学生志愿者，请发送“山西大学生英
雄帖+姓名+学校+联系方式+个人简介+个人优秀作品（可
选）”至 sxswltxctg1324@163.com。 （陈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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