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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文 化

5月23日，人们来到第二十届文博会参观。
当日，为期5天的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本届文

博会设8个展馆，共有超6000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
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展会期间，还将举
办会议、论坛、签约、创意大赛等配套活动。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聚焦文博会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冯源）记者
从5月21日在杭州举行的2024年文化
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上获悉，在宣
传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和各级
文化馆（站）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
各类系列服务活动 7200余项，同比去
年增长28%。

2024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于本月
20 日至 26 日举行。全国各级文化馆
（站）围绕“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
校”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服务宣传活

动。这 7000多项活动包括了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文学、摄影
等众多艺术门类，涉及展演、培训、讲
座、展览等多种活动形式。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副司
长闫晓东表示，到 2023 年底，全国各
级文化馆（站）共有 4.56 万家，从业
人员近 20 万人，服务近 9 亿人次，在
推动群众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培
育文化技能，享受文化生活，激发文
化热情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
极作用。

2024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开展7200余项各类活动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王鹏）
2024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宣传教育活动 5月 24日在京启动。活
动以“赓续文化血脉 筑牢信仰根基
谱写青春华章”为主题，引导广大高校
师生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届活动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
司主办，教育部宣教中心、上海交通大
学承办，设置了“国学史园”知识竞答、

“创承文脉”高校主题数字微展览联
展、“铸魂润心”文化育人创新工作案
例、“百物匠心”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视
频微课等多项专题活动。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
葛元杰表示，各高校要以办好高校“礼

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
为契机，广泛动员师生开展学习创作，
激发校园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更
多校园文化精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师生生活。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
育活动优秀作品巡礼暨“中华民族文
化探源”京沪高校博物馆馆藏精品联
展当日同步启动，来自京沪 40余家高
校博物馆馆藏精品及 2023年“礼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优秀
作品将进行集中展示。

据悉，“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宣传教育活动于 2014年创立，已成为
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抓手和思政
教育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

2024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宣传教育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温竞华）记者
5月23日从中国科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今年 5月 30日是第八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在当日举办的“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上，中国科学家
博物馆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经国务院批准，2010年起中国科
协联合 11个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老科
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十余
年来，该工程已先后进行674位科学家
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采集中国
科学家在学术成长过程中的书信、手
稿、科学仪器、著作、音视频和相关文
物、文献等珍贵史料，已经成为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类型最广泛
的科学家珍贵历史资料收藏工程库。

在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
之际，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
科学家博物馆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
放并举办首展系列活动。首展包括

1 个主展和 5个专题展，总展览面积为
5000平方米。

其中，主展分为“共和国脊梁——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和“漫
漫采集 岁物丰成——老科学家学术
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专题展”两大板块，
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首批研究成果为基础，共展示190余位
科学家的 400余件（套）实物、400余张
珍贵图片，以及有关科研单位提供的
10余件大型展品。

自 5 月 30 日下午起，公众可通过
国家科技传播中心或中国科学家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同时，
全国 287家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将联
动举行“全民打卡探馆”活动。“科学家
地图”也将在活动期间发布，以线上地
图形式，综合运用VR展示、AI生成、数
智人交互等现代技术手段，汇聚和呈
现全国的科学家精神展览资源。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5月30日起面向公众开放

文化时讯

新华社深圳电 （记 者 王丰）
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于5月23日至27日举行。作
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的关键举措，本届文博会加快转型
升级，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文化产业
资源，着力提升国际化、市场化、专业
化、数字化水平，力争办出新特色、新
亮点、新成效。

本届文博会共设8个展馆，分别是
文化产业综合展A馆和B馆、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展、文旅融合·文化
消费展、影视·出版·版权·游戏电竞
展、非遗·老字号·工艺美术展、艺术·
设计·国潮展、国际文化贸易展。线
下展览内容将在云上文博会平台同步
展示。

本届文博会将重点聚焦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文化
产品与项目交易、优化展会综合服务、
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等六个方面。

本届文博会设立“文创中国”专题
展区，展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新成果，
吸引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大型上市

公司等知名文化企业参展；首次设立
国际文化贸易展，邀请西班牙贸易协
会、尼泊尔工商联合会等国外贸易机
构参展。

此外，本届文博会还将通过 AI、
AR等多媒体方式，展示数字化转型、
媒体融合、元宇宙、文化和科技创新等
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举办“文博会
消费季”、艺术品拍卖等活动；组织各
地高水平文艺院团和表演团队现场演
出等。

第二十届文博会共组织6015家政
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
展；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
澳台地区全部参展；来自 60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多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
展；3万余名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
会。展会将展出文化产品超过 12 万
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
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

自 2004年在深圳正式创办以来，
文博会展会规模、观众数量、国际化程
度等不断攀升，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平台和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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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
的雄浑独特，善化寺、华严寺内木建古
迹的巧夺天工，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探
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地级市大
同，隐藏着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

公元 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大
同境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建
立起一个融游牧风俗于农耕生活之中
的“大都市”。

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陶俑形色各
异，别具风姿，工匠们精湛的技艺令人
赞叹，艺术地再现了北魏平城市井生活
的繁盛。

司马金龙墓中的出行俑阵立于展
厅之中，前侧导骑俑着鸡冠帽窄袖衣，
整装待发；中间步兵仪卫俑戴垂裙风
帽，神情肃穆，簇拥两侧；后方甲骑具装
俑，头戴兜鏊，人马披甲，威武雄壮，护
卫后方，威风凛凛。

“大部分陶俑服装显现出游牧民族
的特征，而仪仗队列承袭中原文化礼
制，直观反映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
融。”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曹臣明向记
者介绍。

伫立在文物前，不少游客纷纷拍照
记录这份来自千年前的震撼。“都说‘地
上文物看山西’，这个司马金龙墓俑群

太震撼了！”来自浙江的游客付女士感
叹道。

北魏平城时期，平成（今大同境内）
是当时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大量奇
珍异宝、西域乐器、雕刻纹饰一同循着
这条丝绸之路进入今大同境内。

“从这件司马金龙墓石雕帐座来
看，能够看到西域文化的踪迹，忍冬纹、
双莲瓣纹、联珠纹沿丝绸之路传入，形
成了极具异域风格的地域文化特色，
从侧面证实了当时中西方文化往来
频繁。”大同市博物馆讲解员谢志文
介绍道。

石雕帐座旁展出的石雕棺床纹饰
丰富、雕刻精美，五弦琵琶、四弦琵琶、
排箫、横笛、鼓、筚篥、细腰鼓等不同地
域文化乐器呈现其间，合奏齐鸣，汇成
一曲异域风十足的交响乐曲。

除此之外，大同市博物馆内陈列的
劳作俑、舞俑，记叙着北魏时期经济、文
化生活的繁荣。

大同市博物馆展陈研究部副主任
白月介绍说：“北魏鲜卑属游牧民族，入
主中原后，过起了定居的农耕生活，一
些劳作俑或手持陶碓，或起锅烧灶，或
立于井旁，这些都展现出市井生活中农
耕文明的渗透。”

步入魏碑展区，感受千年前魏碑体
的金石之气。魏碑体“上承汉隶，下启
唐楷”，有着任何字体都无法替代的独
特之处。

《司马金龙墓铭》是平城魏碑的代
表。“平城魏碑是魏碑体的开源之所在，
开创了楷书的阳刚之气、壮阔之风，工
匠们在刊碑刻石之时，开放、自由、粗
犷的笔调，时至今日都值得我们反复
琢磨。”大同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杜鹃如
是说。

展柜中刻有“平城”字样的瓦当
也在千年之后焕发出全新活力。文
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文化
元素“潮”起来。“以平城瓦当为主要
元素推出芒果口味、海盐口味雪糕，
希望游客们能把同博元素、大同魅力
看在眼里、拿在手里、尝在嘴里、记在
心里。”大同市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
任文慧说。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来大同
市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来来往往，或安静
地游走，或伫立于美轮美奂的“国宝”
之间。一位曾从事博物馆工作多年的
老先生说，参观博物馆，看到了文物之
美，看到了历史的诱惑力和历史文化
的意义。

新华社太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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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阅”茶马古道
驿站奔子栏

5月23日拍摄的德钦县奔子栏一
景（无人机照片）。

奔子栏镇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
自治州德钦县东南、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区域腹地。因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奔子栏是历史上滇藏茶马
古道入西藏或四川的咽喉。如今，随
着旅游业的发展，奔子栏已经成为了
一座繁华的多元化小镇，是各地游客
滇川藏旅游的目的地和中转站。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冯源）诞生
于浙东古越大地上的越剧是我国最具
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中国邮政于5月20
日推出《越剧》特种邮票 1套 3枚，邮票
当天上午在浙江杭州首发。

这套邮票的画面分别取材自《梁
山伯与祝英台》《九斤姑娘》和《陆游与
唐琬》等三部作品。它们都是浙江小
百花越剧院历经几代艺术家传承创
新、精益求精的经典保留剧目。

当天的首发仪式在杭州市中心的
小百花越剧场（蝴蝶剧场）举行。三组

“小百花”优秀演员现场表演了这三部

剧目的精彩片段。
《越剧》特种邮票的选材和创作也

经过了长时间的打磨。浙江小百花越
剧院院长王滨梅说，邮票上的画面是
三部剧目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典型情
景——梁祝草桥结拜、九斤姑娘猜谜
和陆唐沈园重逢。设计者也充分体现
了越剧在人物形象、舞美设计和服装
造型上的韵味和精致。“希望公众在欣
赏邮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越剧经典
的艺术魅力，也希望通过邮票发行，让
越剧可以走得更远，让集邮爱好者也
关注越剧。”

《越剧》特种邮票首发

5月22日，评剧《东垣大医》的演职人员集体谢幕。5月21日、22日，河北省石家庄
市评剧一团创排的新编历史评剧《东垣大医》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受到观众欢
迎。该剧以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真定（今石家庄正定）人李杲为原型创作而成。李杲，
号东垣老人，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医学著作。 新华社记者 冯为民 摄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春拉）我国
科学家通过对青藏高原西部古人群
DNA遗传信息的研究，重建了该地区
3500年以来人群遗传演化历史。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5月
23日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西藏西部
阿里区域古人群遗传成分，最接近西藏
南部山南和日喀则区域的古人群，且从
3500年前至今主体遗传成分保持稳定。

这一研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
团队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
合作开展。

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是连接青藏高
原、南亚和中亚的交界地带，是早期人
群交流通道，此前学界对于这一区域

古人群遗传历史了解极为有限。
付巧妹告诉记者，研究团队在阿里

地区距今 3500年至 300年的 6个遗址
中，成功测序了共计 65个个体古基因
组，数据覆盖了青藏高原西部最古老的
格布赛鲁墓葬及拉噶、桑达隆果、普兰
多瓦、曲龙萨扎、古格遗址等出土样
本，结合已发表的阿里地区相关数
据，系统性重建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
距今3500年以来的人群遗传演化历史。

研究成果实证，青藏高原南部与
西部古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远比历史
文献所记载的更复杂。在 1800 年之
前，已发生过多次自青藏高原南部向
西部的人群扩张，比7世纪初吐蕃向西
扩张时间更早。

古DNA研究重建青藏高原西部3500年以来人群遗传演化历史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冯源 张泉）
水稻是世界三大主粮之一。人类最早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种稻子、吃
稻谷，发展出稻作农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吕厚远研究员科研团队与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大学、浙江省浦江
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等全国13家单位
的专家紧密合作，在上山文化的多个遗
址联合开展水稻起源研究，揭示出一段
长达 10万年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连
续演化史。这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
水稻的起源地，距今约1万年的上山文化
在世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相
关论文已于北京时间 5月 24日凌晨在
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24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和浦江县人民政府在浦江县正式发
布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据介绍，中
国科学家建立了有效区别野生水稻和

驯化水稻的科学标准，运用多学科攻
关手段，结合田野考古，获得了一系列
重大发现。

早在 10万年前，野生水稻就已在
长江下游地区分布，为先民利用、驯化
水稻提供了条件；约 2.4万年前，气候
进入寒冷的盛冰期，使得人类探索新
的食物来源，开始采集并利用野生稻；
约 1.3万年前，人类开始有意或无意地
栽培野生水稻；约 1.1万年前，驯化水
稻登上“历史舞台”，东亚稻作农业起
源。专家指出，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稻作农业起源
的时间和麦作农业在西亚两河流域起
源的时间是同步的。

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于2000年11
月。上山文化于 2006 年 11 月命名。
目前，已发现了24处上山文化遗址，均
位于浙江省。它们组成了中国境内乃
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分布
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人类农业起源研究重大突破：

中国科学家揭秘“10万年水稻演化史”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 周勉）今明
两年湖南将抢救复壮至少2000棵古树
名木。这是近日公布的《湖南省古树
名木保护两年行动方案（2024—2025
年）》的主要目标之一。

由湖南省林业局、湖南省住建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公安厅联
合印发的这份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
全省古树名木保护牌安装率、“一树一
档”信息完善率达到100%。古树名木及
其生境得到有效保护，开展古树名木抢
救复壮2000棵以上。开展古树名木科

普宣传活动200场以上，全省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率达到100%。

湖南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欧日明介绍，方案还包括加强一
级古树和名木的视频监控建设，做好
古树名木风险防范；完善古树名木资
源数据，推进古树名木资源补充调查
和现有数据纠偏，全面精准掌握古树
名木资源状况；落实古树名木巡查养
护责任，将古树名木巡护作为林长制
巡查重点，确定古树名木巡护责任主
体等内容。

今明两年湖南将抢救复壮至少2000棵古树名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