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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文旅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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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单日参观人数突破14
万人次……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日前在深圳落下
帷幕。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
博会聚焦“首展”“首发”“首秀”，吸引
6015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
线下参展，搭建起文化产业交流交易大
平台。

一年一度的文博会闭幕，文化产业
新项目、新合作开启。

在本届文博会上，一群可爱的动物
玩偶吸引了不少观众关注体验。这些
玩偶看上去与普通的毛绒玩具一样，但
其内部嵌入了人工智能系统。依托语
言大模型，动物玩偶变成了AI玩伴，可
以与小朋友们开展交流互动。

深圳市亿家亿伴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郭志告诉记者，这是他带着AI
玩伴产品第一次参加文博会，在这个大
平台上收获了大量的资源，不仅招募到

了 200多位核心体验用户，还与多地的
文旅主管部门以及知名 IP运营企业建
立了联系。

“接下来，我们要抓紧把文博会上
获得的资源对接好，争取在成都、哈尔
滨等地的景区打造AI玩伴互动项目，还
要与珠海一家动画 IP企业协商合作细
节。”文博会结束后，郭志的日程排得更
满了。

“明年还要参加文博会。”郭志说。
本届文博会全面展示了前沿技术

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展期内举
办了 100 多场创新项目发布会以及 20
多场招商会、推介会、订货会，52家分会
场策划推出了超过 400 场展示交易活
动。得益于高密度高强度的资源匹配，
很多企业在文博会上成功找到合作伙
伴，拓展出全新商机。

文博会刚刚落幕，一场座谈会在深
圳市福田区召开，来自福田区商务部
门、文旅部门、相关街道、商圈的代表与
上海一家文化科技企业迅速对接，洽谈

如何让文博会上达成的意向尽快落地，
在深圳开设华南地区旗舰店。

文博会“长尾效应”持续发酵。有
的企业在文博会上拿到订单后，正加速
调整生产线、优化产能，以求按时交付
产品；有的企业安排专人重点关注文博
会成果，抓紧研判相关合作。

本届文博会首设国际文化贸易展，
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展会吸引了来
自 60个国家和地区的 302家海外展商
线上线下参展，108个国家和地区、3万
余名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会。阅
文集团、雅文传播、米哈游等“出海”头
部企业，带着在海外广受欢迎的网文、
网剧、网游产品参展，展示中国文化走
出去、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多元探
索，还有不少企业通过文博会这个平台
链接全球资源、深耕国际市场。

枫叶互动是一家从事互联网内容
创作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在
北京和深圳设有子公司，其短剧APP近
年来成为欧美市场的“爆款”，下载量位

居手机应用商店前列。枫叶互动北京
公司总经理南亚鹏表示，通过参加本届
文博会，公司认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
找到了更多的优质内容，与多家文化创
意企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有
机会共同开发海外市场。

作为创办于深圳的国家级展会，在
服务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文博会
直接带动了深圳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本届文博会上，中南通用航空(广州)有
限公司、深圳市云栖望桐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共同签署了低空观光旅游运营项目
协议。随着低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
来，游客有望乘坐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从空中游览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

来自文博会组委会的数据显示，自
2004年首届文博会至今，深圳文化产业
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化产业增加值由
2004 年的 163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75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由 4%左右
增长至 8%左右，支柱产业的地位不断
巩固。

本届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李强强表示，下一步，深圳将继续借
助文博会的平台，汇聚海内外优质产业
项目、产品、资金和人才等资源，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度，
在加快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扩大文化消
费、拓展文化贸易等方面持续发力。

新华社深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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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宇轩

一座以科学家为名的博物馆，构筑
起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5月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
国科学家博物馆开馆！

14.7万件实物、34.5万件数字化资
料、上百万分钟音视频……500余位科
学家的学术成长历程浓缩于此。在北
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的这座特殊博物馆，
闪耀着共和国科学家的璀璨星光。

博物馆内的藏品，主要依托“老科
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十余年的
收集积累。行走在展馆内，目之所至，
一封封书信，一页页手稿，一件件证章，
静静诉说着科学家们的坚守与奉献。

这是矢志报国的赤子之心——
一张陈旧的普渡大学坐标纸，上面

精心绘制着五星红旗的图样。这是
1949年10月，正在美国留学的洪朝生听
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怀着激动的心情
所绘。1952年，洪朝生毅然归国，后来
成为我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
开创者。

超声学家应崇福在回国途中给美
国导师去信，深情写道：“那个名为中
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国”；海归战略科学
家黄大年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誓言：

“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为中华
之崛起、为民族之复兴，一代代科技工
作者的拳拳之心，印刻在穿越时空的
墨迹中。

这是求真务实的严谨学风——
一张展柜内，整齐排列的小盒子里

分装着不同的黄土样本；旁边，几本摊
开的野外考察笔记上，是地方景观手绘
和地质情况记录。而这样的考察笔记
竟足有300多本。

这些样本和笔记都来自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他扎根黄
土研究60余年，为科研涉险滩、登峭壁、
踏极地。正是这样的执着求真，让他带
领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身世
界前列。

手稿、打字机、计算尺……一件件
实物资料，记录着科学家最普通不过的

科研工作，也勾勒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
非凡历程。

这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
展墙上，一张旧报纸记录下那激动

人心的时刻：1965年9月，我国在世界上
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从 1958 年 12 月我国提出并确立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开始，三个单
位联合研究，数百位人员参与，历时近
7年，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攀登世界科研
高峰。

中国“芯”研发、干细胞研究、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一项项展陈彰显出
新征程上科研人员紧盯世界科技前沿，
产生的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一部科学史，也是一部科学家的精
神史。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庆存特意来
到现场，见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首展的
重要时刻：“博物馆为展示中国科学家
形象、弘扬科学家精神提供了鲜活、
丰富的素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
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力量。”

华罗庚、周培源、钱三强……一个
个闪亮的名字、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激
励着 9000多万科技工作者担起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接力精神火
炬，勇攀科技高峰。

新华社北京电

向科技工作者致敬！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馆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做了大人太久，你是不是也怀念童
年的随心所欲、无忧无虑？过“六一”儿
童节也不只是小朋友的专利，越来越多
的大朋友走进动植物园“遇见”童年。

在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
有一个占地面积67万平方米的龙沙动
植物园，这里居住着来自五大洲的 200
多种3000余头（只）珍稀动物，汇集了北
纬47度上的120多种珍稀植物。

德州牧场、非洲部落、澳亚世界、灵
长雨林、奇幻生态、北美大草原——手
握一份景区导览图，仿佛拿着一份藏宝
图，神奇的动物世界正等待被开启。

在龙沙动植物园里，记者偶遇了一
群正与非洲演员学打非洲鼓的孩子们，
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节奏感强，表情
丰富。坐在婴儿车里的小观众乐得手
舞足蹈，高声地笑着、叫着，围观的大人
们也被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感染着。

进入动物幼儿园的大门，一只外表
呆萌、身材圆滚的水豚，正和它的陆龟

“室友”打得火热，引得游客们嬉笑拍照。
“这是我见过最波澜不惊的面孔”

“水豚是动物界的社交天花板啊”“它简
直就是情绪稳定大师”……更让人们着
迷的，是水豚稳定的精神状态：平静温
和、淡定佛系、松弛自洽。似乎无论发
生什么事情，它都能“泰山崩于前而色
不变”，把“随遇而安”演绎到了极致。

当你感到社交疲劳时，不妨学学
水豚的“松弛感”。面对外界的纷扰杂
乱时，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用稳定且
强大的精神内核，勇敢接纳生活中的
惊涛骇浪。今年元旦出生的非洲狮三
胞胎依偎在一起呼呼睡着大觉，隔壁
两只棕熊宝宝跟树墩较着劲，滑稽又
笨拙的动作，让游客都替它们着急。

“我们这次是专门‘追星’的，就是
这只一‘脖’三折的长颈鹿。”哈尔滨游
客郭世琦头戴长颈鹿角发卡，叫闺蜜
帮自己和长颈鹿拍照。如今，像郭世
琦一样爱逛动物园的年轻人很多。

“看长颈鹿嚼树叶好解压。”“动物
园对打工人来说是治愈的好地方。”通
过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动物园”，不
难发现，逛动物园已经成了当代年轻
人“自然疗愈”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充
分满足了他们对自然的向往与好奇。

“过去被认为是儿童专属的动物
园，正在成为不同年龄段游客竞相奔

赴的旅游目的地。”龙沙动植物园策划
部经理徐进介绍，年轻人希望通过亲
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来降低内心的
精神内耗。近两年来，龙沙动植物园
接待团建单位人数超过15万人次。

“让‘人参观笼子里的动物’变成
‘人去动物家做客’，这是我们希望带
给大朋友和小朋友的感受。”徐进说。

在龙沙动植物园，很多动物都拥
有自己的“前屋后院”——狼拥有一大
片山头，心情不好就可以不出来“社
交”；东北虎悠闲地踱着步，像是在炫
耀着自家的豪宅；美洲狮小两口躺在
自家院子里晒着太阳，悠然自得……

当“动物园不是花钱看动物的地
方，而是学会看待动物的地方”这种理
念被推崇，动物园与年轻人碰撞出新
的火花。

结束了奇妙的动植物园之旅，除
了重温童年记忆，情绪价值也被拉满，
尤其是对动物们那份纯粹与恣意的向
往，对童年旧时光的怀念，还有面对动
物和大自然产生的快乐多巴胺。

新华社哈尔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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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新城实验学校，小学生在表演节目
前做准备。“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
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新华社发 陈其保 摄

5 月 29 日，在位于
界首市田营镇韩楼村的
彩陶博物馆，刻画师邢
会（前）为研学学生展示
彩陶刻画。

界首彩陶烧制技艺
源于唐代，彩陶烧制曾
集中于安徽省阜阳市界
首市田营镇。为了传承
和发展界首彩陶烧制技
艺，当地非遗传承人不
断创新彩陶的器型、刻
画纹样以满足现代社会
需要，他们设计的饰品、
文具等彩陶文创产品受
到消费者的喜爱。

新华社发（界首市
融媒体中心供图）

第32届书博会
将于7月下旬在山东举行

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 萧海川）
第 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
会暨预备会 5 月 30 日在山东济南举
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第32届书博
会定于7月26日至29日在济南举行，预
计将有 1700余家出版发行单位携 40余
万种出版物及文创产品参展。

第 32届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主办，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南市人民政
府承办。主会场设在济南市山东国际
会展中心，并在济宁市、威海市设分会
场，山东省内16地市新华书店设立书博
会专场。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对外发布
本届书博会主题语“悦读齐鲁 书香中
国”和标识。

据介绍，第32届书博会将开展出版
业成果展示、出版物销售、版权交易、交
流研讨和全民阅读等活动，打造“全民书
博会”“数智书博会”“绿色书博会”“高效
书博会”，设置全国图书精品展、绿色印
刷展、少儿图书展、惠民图书销售专区
等。“书博会之夜”、“红沙发”系列访谈、
出版品牌发展大会、“思政课进书博会”
主题研学等重点活动也将陆续亮相。

书博会是国内较早设立的文化领域
博览会。山东先后承办了第19届、第30
届和第31届书博会。在2023年7月举行
的第31届书博会上，展出各类出版物数
量、总交易金额、举办各类活动场次、吸
引读者人次等多项数据创下展会历史新
高，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
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沈阳举行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施雨岑）
6 月 8日是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 5月 30日举行的第
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将在
沈阳举行。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据介绍，今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主题为“保护文物 传承文
明”，主场城市活动聚焦主题主线，将进
行系列宣传展示、遴选推介及相关发
布。同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
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全国文博单位将组
织开展相关活动7300余项，其中文物惠
民服务3400余项。

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演员在表演
完儿童戏剧《敦煌·九色鹿王》后谢幕。

“六一”儿童节前夕，由天津市儿童艺术
剧团演出的XR（扩展现实）数字音乐儿
童剧《敦煌·九色鹿王》在天津市河北区
少年宫进行线下表演，并将于近期走进
校园、社区进行巡演。

《敦煌·九色鹿王》以敦煌壁画故事
为母本，是一部集戏剧、木偶、音乐、歌
舞、数字科技等多元化艺术和技术手段
于一体的儿童戏剧。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2项
“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孙少龙 唐健辉） 中国社会科
学院 5月 27日在京举行“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
大成果发布会，集中发布22项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著作类
成果12项、论文类成果10项。

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研究阐释，到“第二
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再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此次发布的研究成果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
一、思想性与知识性相统一，既关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基本问题，也在各具体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
与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
强顶层设计，充分调动相关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参
与到有组织科研之中，加强研究视域融合，坚持优势互补，
形成研究合力，推出更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质量
研究成果。

47 岁的尹志军手握沾满颜料的
笔，笔尖落在泥坯上，笔锋回转间，横
竖撇捺等笔画与瓷泥融为一体。以泥
坯为纸、以颜料为墨，与传统书法纸上
落笔不同，陶瓷书法作品还得经过窑
火的淬炼，才算真正完成。

走进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陶艺街
20号的“字非字”陶瓷书法非遗工作室
里，景德镇陶瓷书法非遗传承人尹志
军正在向他的学生们讲解陶瓷书法技
巧。工作室的作品展厅内，造型风格
各异的作品陈列其中，自由灵动的笔
画线条与青花釉里红形成对比，带来
特殊的视觉效果，也让人不禁疑问：

“是字还是画？”
“书法和陶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粹。”尹志军说，陶瓷与书法的结
合成就了一门独特的艺术。

聊起书法，尹志军打开了话匣
子。出生于湘西农村的他，因爷爷写
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从小就对书法
有着浓厚兴趣。二十多年前，尹志军
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在学校创作氛
围的影响下，他尝试将书法写在泥坯
上，激发出全新的创作灵感。

为了充分学习中国传统书法，尹
志军向多位著名书法家拜师学艺。同
时，景德镇保留的完整的手工制瓷技
艺体系，和遍布全城的陶瓷从业人员
和手工制瓷作坊，也给尹志军的创作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2019年，尹志军入选景德镇市非
遗传承项目“景德镇陶瓷书法”代表性
传承人，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传统之美

更好地融入时代。
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传统陶瓷书法主要在杯碗瓶罐等器皿
上创作。尹志军在深入研习各类书法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文字笔画拆解
后，结合色彩、设计和绘画，表达出与
传统陶瓷书法不同的主题——“字非
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
品先后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江西省博
物馆等收藏。

“‘字非字’是对立统一的概念，
字是传统书法艺术，‘非字’则是在
此基础上对汉字的解构与重组，进
行二次创作。”尹志军认为，只有不
断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才能在创作
中将传统陶瓷书法与现代设计元素
结合起来。

为了让陶瓷书法技艺发扬光大，
尹志军作为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的教师，十分注重培养新生代
技艺人才。截至目前，他已培养了上
百名手艺人。

据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
统计，景德镇市现有市级以上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1899 人，其中国家级 11
人，省级以上190人。从事不同工序的
手工制瓷工匠不断进入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队伍，他们既师从古法又大胆创
新，不断让老手艺在传承中“活起来”，
让非遗在创新中“潮”起来。

“用当代艺术作品书写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故事’，是我
们这一代非遗传承人必须要做的事。”
尹志军说。 新华社南昌电

瓷上笔墨“潮”起来
新华社记者 黄浩然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
国家标准 6月 1 日正式实施

新华社北京电《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GB/T 43600—2023）国
家标准于2024年6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批准发布，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会同相关单位编制。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国家标准对队旗的质量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运和标志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队旗
的图案、色牢度、规格和规格尺寸允差、颜色及色差、缝制、旗面外
观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细化指标。近年来，为加强队旗等少先队标
志标识的规范使用和管理保护，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会同相
关单位对红领巾、队旗、队徽等少先队标志标识从制度规范、工作
机制、技术标准等层面强化了要求。其中，新版《红领巾》国家标
准已于 2022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国家
标准计划已立项，正在组织起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国家标
准的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队旗的外观、规格尺寸、颜色等，为生产
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依据。同时，进一步维护队旗严肃性，对突
出少先队标志标识庄严的政治涵义、维护少先队组织形象、增强
少先队员光荣感发挥积极作用。

彩陶“绘”就
新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