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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盗版图书要

﹃
共识

﹄
更要

﹃
共治

﹄
□何勇海

牡丹花开耀九州
——柏乡弘扬“中国汉牡丹文化”探秘

□郑一民

北京市三中院日前公开
宣判赵某等 8 人侵犯著作权
上诉一案。据悉，该案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获
的盗版图书册数最多、少儿
出版物码洋最大的案件，查
获仓库 8 处，起获图书 360
余万册，其中 3281554 册为
非法出版物或侵权复制品。
最终，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主犯赵某有期徒刑 6 年
半，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 万
元，判处其余被告人有期徒
刑 4 年至 2 年半不等刑罚，
并处罚金。（4 月 26 日 《北
京日报》）

盗版图书是对正版图书
利润的蚕食，也是对出版市
场秩序的扰乱，更是对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实施的危
害。而且，盗版图书为有效
抢占市场，往往会片面追求
价格便宜。比如赵某盗版的
一些图书，以每本 1.6 元左
右的价格批发给个体商户，
往往粗制滥造、错误百出，
容易传播错误的知识，对读
者造成误导，影响价值认
知。尤其是针对孩子的图
书，盗版不仅影响孩子未来
识字识词的准确性，而且，
劣质的印刷质量易让孩子产
生视觉疲劳，影响视力。为
降低成本，盗版书会采用不
合格的纸张、油墨和胶水
等，铅等重金属元素超标，
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甚
至是大脑发育。

由此可见，图书市场一
旦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危害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
的。严厉打击图书盗版，不
仅是维护作者、出版社合法
权益的需要，也是捍卫良好
出版市场秩序的需要，还是
保护读者尤其是孩子身心健
康的需要。对此，我们并不
缺乏共识，却缺乏多部门共
同行动。相关部门一直在宣
传盗版图书的危害，呼吁颁
布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
规，出手阻击盗版行为。然
而，为了自身的利益，一些
印刷企业仍在接受无合法手
续的订单，一些书店仍在引
入盗版书籍，不少读者仍在
一味追捧盗版，一些出版社
甚至可能因互相盗版而无底
气主张自己的权益。

如果只知计较私利，而
罔顾公共利益，怎能有效封
堵盗版行为，更不要说赶尽
杀绝了。所以，打击盗版图
书 要 有 “ 共 识 ”， 还 要 有

“共治”。在这方面，监管部
门首先应当挑起重担，在加
大法律法规宣传的同时，加
大对盗版图书的盗版者和销
售者的打击力度，尤其要加
强部门之间的联合执法，既
要打击线下的盗版与销售行
为，也要打击线上的盗版与
销售行为。比如，加强对电
商平台销售图书的监管，加
大对文学网站上传作品著作
权合规性的监督。比如，赵
某等人炮制的盗版图书，小
部分进了网店零售，绝大部
分批发到图书市场，堵截就
要双管齐下。

在监管部门之外，印刷
企业也要守好职业与法规底
线，不与盗版行为同流合
污，否则，极可能承担盗版
的连带责任。出版社更要守
好阵地，在保证自己的清白
之身后，面对侵权行为，勇
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
益；同时，在图书定价上要
遵循经济规律，合理定价，
不宜以昂贵的价格将读者变
相赶到盗版商那里。电商平
台也有责任把关，不给盗版
图书提供销售空间。而读者
也应自觉抵制盗版图书，不
因其价格便宜，而对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网开一面。要知
道，好书相当于好老师，莫
要贪图便宜购买盗版书，那
将严重影响图书市场的良性
发展。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在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百
花园中，最受国人钟爱和尊
崇的是牡丹，人们常用雍容
华贵、国色天香来形容她是
世代称颂的“花中之王”，并
誉之为“国花”。在深化改革
大潮中，当洛阳、菏泽等地以
牡丹独有的娇艳来装扮城
市，博取海内外关注时，地处
太行山东麓冀南平原的千年
古 县 柏 乡 ，凭 借 一 棵 拥 有
2000多年历史的汉代牡丹，
擎起了“中国汉牡丹文化”的
大旗，演绎出一曲依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之
歌，令世人惊喜、赞佩。

走进阳春三月的柏乡，蓝天白
云之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到处翻
滚着拔节抽穗的麦浪。在麦浪间，
春风掀起一波波白色的涟漪，几千
亩令人震撼的药用白牡丹，在阳光
下闪烁着粼粼波光，宛似雍容大
方、凝眸含笑的大家闺秀，无声地
向造访者述说着这块大地的非凡
与神奇——

亿万年前，造物主以雷霆之势
开始一次次塑造山河运动，太行山
挽着华北平原横空出世。没有来得
及退走的海水形成一个浩渺壮阔的
内陆湖，史称“大陆泽”。在大陆泽西
岸与太行山相连的沃土上，神奇地
长出一片枝繁叶茂、散发着浓郁香
味的柏树林，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
柏乡县。生活在柏树林中的人，崇尚
柏树不畏霜雪、寒冬不凋、酷暑不
谢、木质坚硬、芳香不枯的品格，被
世人誉为“柏仁”和“柏人”。《汉书·

地理志》载：“柏乡故城，尧所筑也，
汉以此封侯，始有柏乡之名。柏乡，
春秋时属晋，晋于此置鄗。”

经历代史学家考证，尧筑之城
在今柏乡县城西南小里村一带，晋
置之鄗在今柏乡县城北 10 公里的
固城店。自此地以鄗为名，便成了
群雄相争之地。世人常惑，此地为
何如此受人关注？司马迁在《史记·
封禅》中道出其奥秘：春秋时，齐桓
公欲封禅，管仲谏曰：古之封禅，必
有“鄗上之黍，北里之禾”。由此可
知，柏乡之黍，早在 3000 年前的春
秋时代，就是神州大地上一种充满
神性的圣物。黍，本古代立国之本，
为拥有“鄗上之黍”而兵戎相见尽
在情理之中。岁月如梭，当尘世间
喧嚣的金戈铁马烟消云散，历史给
这片沃土留下两大奇观：一是历朝
历代柏乡都以盛产粮棉闻名；二是
由汉光武帝刘秀赐名的汉牡丹至

今叶繁花茂，被植物学界誉为“活
化石”。

据清康熙《柏乡县志》载，弥陀
寺牡丹园在县北郝村，其中牡丹多
株，相传为汉牡丹。又故志称道，光
武帝巡河北时从此经过，有咏牡丹
诗一首：“小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
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数株，忠心
不改向君王。”民间传说，西汉末年
王莽篡政，天下大乱，刘秀到河北
招兵勤王，在一个浓雾弥漫之夜，
被盘踞邯郸的叛将王郎兵将追杀
至柏乡北郝村，危难中他藏进村头
破败荒废的弥陀寺院内枝繁叶茂
的牡丹花丛中躲过一劫。刘秀即帝
位后不忘牡丹救命之恩，题诗铭德
颂恩。

牡丹本国色，一笑艳倾城。鄗
上之土，加之两千多年的天地精华
与灵性滋养，汉牡丹不仅花容倾
城，坊间还流传着其几大奇异禀

性：一是牡丹本为自然花卉，花龄
一般 20 年左右，但汉牡丹却两千
多年枝繁叶茂花盛不衰，被视为

“人间奇葩”；二是同株异花，其花
色有深浅浓淡之分，花朵有单层、
双层、多层之别，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对其复花进行剖检，一朵花
的花瓣竟多达 215 瓣，实属罕见；
三是易地不活，汉牡丹雍容华贵、
富丽多姿，历代权贵富豪和酷爱者
多 有 移 栽 繁 衍 之 想 ，但 它 易 地
不活。

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汉牡丹
以脍炙人口的传说和一个又一个
奇异的现象，不仅给世人留下百听
不厌的人间佳话，也由自然之花逐
渐幻化为神性之花。清光绪年间

《重修弥陀寺碑》称：汉牡丹“素有
灵气，邑人以为神”。近年发现的一
块宋代青石八棱碑证实，汉牡丹早
在宋代就被奉为“牡丹仙子”立庙

奉祀，并记述了柏乡、尧山两县八
村村民在元祐八年（1085 年）集资

“重造汉光武敕封牡丹仙子神庙”
之事。于是，每年谷雨前后扶老携
幼、呼亲邀友赏牡丹、祭牡丹，便成
了柏乡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牡
丹花影中陶醉，在香气中欢笑，并
以此表达对国运昌盛和美好生活
的期盼。

文化在历久弥新中壮大，情
感在日积月累中升华。在柏乡人
眼中，汉牡丹有品格、有灵性，
是国兴、业旺、家和的法宝，是
精神寄托，有文化内涵。守护汉
牡丹，就是传承和弘扬汉牡丹文
化 所 承 载 的 忠 国 孝 亲 、 勤 劳 敬
业、恩爱和平、倡善救危、克难
敢为的精神，所以这里自古就有

“仁德”之乡的赞誉。在柏乡人心
目中，汉牡丹已成了浓得化不开
的乡情，魂牵梦绕的乡愁。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 21 世纪，
我国市场经济列车驶上快车道。柏
乡县走出去、请进来，访老问贤听
取各界意见，寻找凤凰涅槃的突破
口，在梳理县域历史文化资源中，
把目光投向了“汉牡丹”。

站在时代潮头审视，发挥地
域独有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搭建
对内凝心聚力、对外开放交流的
平 台 与 窗 口 ， 无 疑 是 一 项 顺 民
心、合县情的大胆创新之举，但
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柏乡县委
县政府的这个抉择，有的拍手叫
好，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反对
者认为，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已
将牡丹活动做得风生水起，柏乡
一个只有 20 万人的小县与两个地
级市争打牡丹牌，是自不量力。
多年守护汉牡丹的柏乡县文化局

原局长李献恩慨然写诗述怀：“园
雅 何 须 曹 州 大 ， 国 花 独 此 有 灵
气。花香更比洛阳浓，汉葩早它
五百年。”提出汉牡丹与人工栽培
的景观牡丹根本区别在其拥有悠
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内涵。历
史唯此悠久，文化唯此独有。

2011 年 10 月，柏乡县委县政
府成立了一个全国罕闻的汉牡丹
文化产业发展管理中心，简称“牡
丹办”，时任柏乡县政协主席李明
生兼任该办公室主任，正式启动申
报“中国牡丹文化之乡”和创办“中
国汉牡丹文化节”的各项程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世代以农
立县的柏乡人对申报带国字头的
文化之乡、创办带国字头的文化节
从没经历过，一切需要摸着石头过
河。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被他们小

县谋大业、激情筑梦想的精神感
动，积极向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推
荐申报，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即通过
专家组论证，柏乡县被命名为“中
国牡丹文化之乡”，并同时挂牌“中
国牡丹文化研究基地”。

文化之乡是荣誉，如何发展还
得打造平台。柏乡在筹办“以花为
媒、展示形象，扩大交流、推动发
展”为宗旨的首届中国汉牡丹文化
节时，却陷入窘境。县财政虽拿出
30万元启动资金，但对一个国家级
文化活动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各筹备部门纷纷因经费告急。柏乡
县主要领导反复磋商，从可支配的
有限资金中挤凑出 40 万元，向负
责筹备文化节的李明生说：“这 40
万先借给你用。其他经费，还得靠
你去想办法呀。”土生土长的李明

生深知县领导的苦衷，他把遇到的
各种困难与问题都咽进肚里，神色
沉重地点点头说：“我尽力。”

奇迹在艰难与阵痛中诞生。
现 今 提 起 首 届 中 国 汉 牡 丹 文 化
节，柏乡人还津津乐道。2012 年
4 月 25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
余名嘉宾、36家媒体与4000多位
柏乡县各界代表欢聚在柏乡中学
操 场 上 ， 由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河北省文联、邢台
市委市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参
事室等八家单位冠名主办的首届
中国汉牡丹文化节开幕。牡丹神
祭祀仪式、赏神花观奇葩、《汉牡
丹之韵》 大型文艺演出、汉牡丹
文化价值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等 12
项主题活动，充分彰显了“以花

为媒、展示形象，扩大交流、推
动发展”的创办宗旨。

据统计，首届中国汉牡丹文化
节开幕当日，游客突破6万余人次。
15 天文化节共接待游客 30 万人
次，是平常年份观光人数的3倍，创
历史新高。举办这样的节日不仅使
全县各级干部得到锻炼，还签订招
商引资项目 13 个，投资额达 45 亿
元。同时，让失传多年的牡丹神祭
祀仪式得到恢复，使广大游客更加
感受到汉牡丹文化的神圣。专家学
者认为，在社会转型升级中，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点燃社会各界深
化改革与创新的激情，柏乡人抓住
了关键一环。它不仅使地域历史文
化资源升华为地域形象与品牌，也
搭建起地域经济文化跨越发展的
平台与桥梁。

文化淬炼时代精神，文化指引
奋斗方向。经历首届中国汉牡丹文
化节的精彩，品尝到文化巨大魅力
与价值的柏乡人，迅速将这种激情
与影响之火引向文化产业创建。

据不完全统计，自竖起“汉牡
丹文化节”这块金字招牌，7年来全
县已引来招商签约项目近 300 亿
元，中国电子、华唐科技、五得利面
粉、泛金建材等一批超亿元项目落
户柏乡并投产；每年游客数量以20
万人递增，被评为河北省第二批

“不得不赏”的十大旅游节庆之一；
特别是在牡丹文化产业发展中，涌
现出牡丹瓷、牡丹画、牡丹盆景等
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产品，已
成为一道亮丽景观。其中做得最有
声有色的，当属河北圣丹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开发的“汉牡丹”品牌系
列深加工产品。该公司创始人刘焕

锁，本是全国电缆经营界颇有影响
的商人，得知故乡注册“柏乡汉牡
丹”为国家地理标志，出台优惠政
策激励开发各种牡丹产业后，携多
年积蓄由北京回归故里。

最是乡音解乡愁。目睹过首都
精彩的刘焕锁，对家乡发展的瓶颈与
症结看得更深更准。为了改变“牡丹
花虽好，不能富民”的现状，他跑高
校、找科研单位，问计于省内外专家，
最后选定以开发“汉牡丹”品牌牡丹
籽油、牡丹全花茶、牡丹花蕊茶、牡丹
养生糕点等系列产品，发展当地富民
产业。在县领导支持下，他流转3000
亩土地，创建起全省第一个油用牡丹
示范基地。从赏牡丹花到食牡丹籽
油、喝牡丹花茶、吃牡丹养生糕点，这
不仅是柏乡人发展理念的跨越，也是
当代科学技术为牡丹产业做大做强
插上了腾飞翅膀。现在，全县已种植

经济牡丹2万余亩。由此，在柏乡形
成了以“汉牡丹”为旗帜的牡丹产业
园，开创了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
产旅游为一体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
新业态新模式。

改革开放的大境界，是在创新
发展中不断调整自己，善于把资源
转化为品牌影响力，把文化大企业
裂变为大园区。2016 年，柏乡县出
台了创建“中国牡丹小镇”的规划。
这项由北京大地风景规划设计院帮
助规划设计的方案，以展现汉牡丹
文化为魂，文化休闲旅游、民俗体验
产业为主线，规划出面积为14平方
公里、核心区为 3 平方公里的省内
唯一、全国独有的中国汉牡丹小镇。

常言道，“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是制胜法宝。柏乡县委县政府
主动将地域规划发展项目融入国
家发展大战略的做法，为县域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赢得新的机遇。当
“中国汉牡丹小镇”这个彰显地域
独有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方案一提
出，立即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2017 年 1 月，“中国汉牡丹小
镇”被列入河北省首批创建类和培
育类特色小镇名单；同年8月，被确
定为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

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来。自汉
牡丹小镇纳入国家级特色小镇发展
名单，伟光汇通、中诚银信、世纪金
花、冀商商会等企业先后到柏乡考察
洽谈投资事宜，牡丹籽油深加工、良
优苗木种植繁育示范基地、错季牡丹
培育等一批项目落户汉牡丹小镇。

创新无极限，机遇在抢先。在
国家公布的 403 个特色小镇名单
中，各种花卉小镇的名字格外抢
眼。这些散布在祖国南北的小镇都
是闻名一方的美丽景观，但在发展

中也有各自的酸甜苦辣和经验教
训。第七届中国汉牡丹文化节组委
会决定创办“中国花卉小镇发展论
坛”，柏乡担当首次论坛的东道主。

论坛邀请函一经发出，云南斗
南花卉小镇、贵州罗平油菜花小
镇、山东陈庄荻花小镇、甘肃金川
双湾香草小镇、山东平阴玫瑰小
镇、湖北麻城菊花小镇等全国 22
个花卉小镇争相报名参加，来自国
内林业、旅游业等20个单位的专家
学者到会。论坛上，大家紧紧围绕发
展、机遇、创新、转化以及“花卉+”等
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并成立“中国花
卉发展联盟”，架起全国花卉小镇合
作共赢、强强联合之桥。论坛不仅叫
响了柏乡声音，也叫响了全国花卉
小镇的声音。由此，柏乡县域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建设列车驶上了更新
更大更高的平台。

岁岁节日花相似，今年牡丹
别样红。2018 年是中国汉牡丹文
化节第七个生日，明媚春光中虽
然牡丹还在散叶孕蕾，柏乡已弥
漫出浓郁的节日氛围。柏乡县委
县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将评选新乡贤作为第七届中
国汉牡丹文化节的重要内容。

乡贤，是乡土中国在漫长历
史中创造的一个蕴含着浓郁地域
情怀与尊崇的荣誉称号；新乡贤，
是指当代农村中那些德才兼备、
公正贤良深受广大群众尊敬爱戴
的仁人志士。柏乡本是仁德之地，
自古乡贤辈出，敬贤爱贤蔚然成
风。新乡贤评选条件和方案犹如

烈火春风，一公布便成为当地各
界群众热议的焦点。短短一个月
内，各乡镇村庄就筛选推荐出 28
名候选人。经由县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等组成的评审团逐一走村入
户明察暗访，广泛征求各界群众
意见，最终评选出陈雨田、宋焕
银、赵辰重、赵清士、李胜银等十
人当选为柏乡县首届新乡贤。

在当选的新乡贤中，既有扶危
救孤的典范，也有倡节俭移陋俗的
志士；既有老骥伏枥的楷模，也有
创业富民的英雄；既有廉洁奉公的
表率，也有以艺扬德的文化达人。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00岁，最小的
43岁，他们宛似十面旗帜，成为当
代柏乡人品格与风貌的榜样。

柏乡的聪明，是善于将国家发
展战略与本地情况相结合；柏乡的
智慧，是善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寻找新抓手，
凝心聚力。4 月 17 日，当夜幕悄然
笼罩柏乡大地，五彩缤纷的灯光、
欢乐的人群和喜庆的锣鼓声突然
打破了汉牡丹园内宁静的夜空，一
年一度的中国汉牡丹文化节开幕
式在人们热切期盼中拉开大幕。新
当选的十位新乡贤登上主席台时，
全场掌声雷动，他们与牡丹园内的
牡丹花交相辉映。如此隆重地表彰
新乡贤，不仅是表达对他们的敬重
与尊崇，也是用实际行动引领社会
风尚，激励涌现出更多新乡贤，助
力乡村振兴。

品牌创造效益，激情成就梦
想。2000多年的守护，柏乡人将自
然之花牡丹转化为文化之花；在
改革开放春风中，他们又将文化
之花转化为产业之花、幸福之花；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他们又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利用汉牡丹文化绽放出
与时俱进的梦想之花。

站在繁花似锦、游客如织的
柏 乡 汉 牡 丹 园 ，呼 吸 着 散 发 了
2000 多年的醉人芬芳，顿感柏乡
大地日新月异，再次焕发出无限
生机。

（本版图片均由柏乡县汉牡
丹文化产业发展管理中心提供）

新乡贤助力，绽放与时俱进梦想之花

汉牡丹小镇，奏响全国花卉小镇之声

灵秀汉牡丹，承载柏乡人世代乡愁

国字头节庆，注入开拓进取创新激情

柏乡县汉牡丹园柏乡县汉牡丹园。。

中国汉牡丹文化节上的传统文化活动。

游人在柏乡县汉牡丹园内赏牡丹游人在柏乡县汉牡丹园内赏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