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空、地”协同监测新疆楼兰故
城考古遗址、数字化采集敦煌石窟壁画
与彩塑，数字技术让《千里江山图》“动”
起来……近日，为期 3 个月的“制器为
先：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用展”在国家文
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重庆）举办，众多
文保“黑科技”与观众见面。这是我国首
次以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用为主题的大
型场景展。当下，我国文物保护装备技
术水平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又将如何
继续支撑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制器为先：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

用展”汇集了文博机构、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高新技术企业等 64件（套）文物保
护技术装备。展览面向“防、保、研、管、
用”五大需求领域，构建了大型野外无人
看管遗址、考古现场、石窟寺、古建筑以
及展厅、库房、修复室、实验室等 19个典
型应用场景。

“如果提到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都会讲到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文物科
技创新，另一个就是技术装备。文物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除了科技创新之外，必
然离不开文物保护技术装备，正所谓‘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展览策展人、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这样解释

“制器为先”的寓意。
记者在现场看到众多文保“黑科

技”。新疆楼兰故城利用星载、机载及地
面传感技术装备，构建“天、空、地”多平
台多传感协同感知系统，集成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数据呈现、数据分析等功能，
为大型野外考古遗址提供全方位、多尺
度的智能监测；敦煌壁画与彩塑数字化
采集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灯光系
统、轨道移动系统与升降平台，通过预设
参数与远程操控，对壁画进行分区域图
像采集，对彩塑进行三维重建，通过图像

拼接系统对采集结果进行加工制作，形
成洞窟壁画高清图像等海量数字化资
源；画游千里江山—多感数字艺术空间
运用全息投影、虚拟现实、光影特效等技
术，将《千里江山图》幻化为一场声、光、
影交融而成的“律动江山”体验场景，通
过雨作、造景、音乐、香气等综合体验营
造，激发公众视、触、听、嗅四感的体验与
想象……

“展览通过考古现场、石窟寺、古建
筑、博物馆等集成场景，展示近年来我
国文物保护技术装备的新技术、新产品、
新应用、新业态。借此，公众解密文保

‘黑科技’，制造商了解文物保护技术装
备的专、精、特、新及发展前景，用户获
取特定场景系统解决方案及相关服
务。”周旸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文物局高度
重视文物保护装备工作，聚焦新时代文
物保护利用改革需求，凝聚社会力量，创
新发展模式，优化发展生态，持续推动文
物保护装备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文物保护装备对文物事业
发展的综合保障和支撑服务能力得到较
大提升。

周旸表示，过去 10年，国家文物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全面部署，
坚持需求牵引与供给提升相结合，深化

“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的发展模
式；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构
建覆盖“防保研管用”全链条的产品体
系；坚持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相结合，加
快“产学研用”一体化进程；坚持政府引
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优化文物保护技
术装备产业发展生态。

随着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文物保护
装备的各项需求也在不断拓展。敦煌研
究院院长苏伯民认为，文物保护技术的
高质量发展对文物保护装备的依赖度会
逐步增强，文物保护专有化装备的不断
出现也会进一步促进文物保护技术的提
高。他预测，未来，文物保护装备将呈现
以下发展趋势：装备的改进和研发面向
文物保护的场景化需要；管理系统智慧
化，如安防系统、监测预警系统与游客管
理系统的信息联通；文物数字化的采集、
处理、储存及展示利用等技术标准统一
化；面向文物保护研究及修复的各类检
测装备国产化；文博场馆设计要聚焦场
馆使用功能，满足文物保管、文物修复、
展陈展示、安全防护及文物运输的空间
和技术安装需要。（据《中国文化报》）

壁画自动采集设备。

黑科技黑科技 硬实力硬实力
文物保护技术装备：

江苏东旺村的杨忙女不曾想到，年
届古稀，自己成了小有名气的“红人”。
《山水间的家》第二季走进她家、跟着她
到地里种芋头后，不仅家乡媒体上门采
访，她平日念叨的几句家常话也被赞

“金句”“民间智慧”在网上传开。“能挑
千斤担，不挑九百九，人到困难时，顶着
风雨走”“力气是个财，白天去了，一觉
一睡它又来”。

农家大婶何以走红？如段怀清所
言，“人物、山水、村容村貌以及经济发
展业态乃至全方位生态环境诸方面，都
是节目聚焦并表现的对象、内容和主
题，藉此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时代新气象和新面貌。其间，人物自始
至终是焦点，是一切存在的灵魂”，普通
人的生活与行动之中，藏着山乡巨变的
时代密码。

跟随节目，观众目睹了四川石椅村
的“涅槃重生”，一棵棵枇杷树簇拥着特
色民居，在村民母广元的“川普”吆喝
中，枇杷节拉开帷幕，热情的羌歌羌舞
圈粉无数；在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双遗产名
片的江苏东旺村，村民们的讲述，为观
众展开一条借力“油菜花”蹚出的花样

致富路；面对两大沙漠的夹击，甘肃北
沟村村民筑起“绿色长廊”，深耕“甜蜜”
产业，水滴石穿的精神感动了屏幕前的
万千观众……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
《山水间的家》第二季全面升级，拓宽文

旅视角、创新叙事结构，力求以更丰富
新颖的选题为观众展现“千村千面”的
勃勃生机。节目播出以来，全国各地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一一登场，由点到
面、层层深入，铺陈出一幅壮美的乡村
画卷。

普通人的生活与行动中 藏着山乡巨变的时代密码镜头对准今天的乡土
中 国 ，屏 幕 前 的 网 友 会 有
哪些反馈？

大 型 文 旅 探 访 节 目
《山 水 间 的 家》第 二 季 热
播，观众继续随“山水小分
队 ”走 进 山 乡 巨 变 的 取 景
框 。 意 料 中 的 ，人 们 用 网
生态的修辞赞美帧帧可当
壁纸的大美中国画卷，“它
让 我 眼 睛 极 度 舒 适 ”。 而
当 叙 事 切 入 新 农 村 、新 农
人 的 讲 述 ，评 论 区 常 常 话
锋 一 转“ 长 知 识 了 ”。 原
来 ，盐 真 的 适 用“ 可 咸 可
甜 ”；原 来 ，养 生 系 的 枸 杞
进得了保温杯也融进了七
彩口红管；原来，黄庭坚写
诗安利过的绿茶而今已走
出 国 门 …… 倘 若 养 眼 的 美
景是这档综艺予人最直观
的 视 觉 冲 击 ，那 么 触 摸 每
一 寸 乡 土 的 跳 动 脉 搏 、感
受每一片田野上的蓬勃生
机 ，乡 村 振 兴 在 每 一 个 个
体身上折射出的日新月异
的递迁，诗意又硬核。

节 目 播 出 以 来 ，相 关
话 题 阅 读 量 累 计 超 40 亿 ，
全 网 视 频 播 放 量 累 计 近
15 亿 ，各 个 社 交 平 台 上 超
800 个 热 搜 先 后 引 发 关
注 ，可 谓“ 火 了 村 庄 、红 了
村 民 ”。 在 复 旦 大 学 教 授
段 怀 清 看 来 ，节 目 通 过 聚
焦 新 人 、新 村 、新 气 象 ，揭
示 了 随 着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
乡 村 振 兴 的 不 断 推 进 和
深 入 ，乡 土 中 国 的 精 神 元
气 和 文 化 自 信 正 得 到 修
复 和 重 建 ，节 目 亦 由 此 成
为 文 艺 作 品 助 力 乡 村 振
兴的点题之作。

这幅乡村振兴图鉴这幅乡村振兴图鉴 诗意又硬核诗意又硬核
《《山水间的家山水间的家》》第二季话题阅读量超第二季话题阅读量超4040亿亿 视频播放量近视频播放量近1515亿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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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穿越垛田的景致中，主持人
恰到好处地引用刘禹锡诗句“百亩庭
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橘园里，
孩童们背诵屈原辞“后皇嘉树，橘徕服
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古桥边，嘉
宾们一边品读“小溪流水碧如油，终日
忘机羡白鸥”的元代诗作，一边踏足新
修成的步道，感慨一代代护桥人的初
心。沉浸体验与传统诗意一相逢，自

然风物仿佛穿越时空然风物仿佛穿越时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
与文化的根脉在现实中延展与文化的根脉在现实中延展。。

节目嘉宾节目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回忆波回忆，，录制过程中录制过程中，，他感触最多的他感触最多的
是村民们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生活的是村民们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生活的
不懈追求不懈追求。。在他看来在他看来，，正是在美景正是在美景、、
文化与精神的多重滋养中文化与精神的多重滋养中，，节目让中节目让中
国乡村蓬勃发展国乡村蓬勃发展、、宜居宜业宜游的形宜居宜业宜游的形
象直抵人心象直抵人心，，引领更多人投身绿水青引领更多人投身绿水青

山山。。事实上事实上，，随着随着《《山水间的家山水间的家》》第二第二
季热播季热播，，““山水之旅山水之旅””成为乡村旅游的成为乡村旅游的
网红线路网红线路，，吸引众多网友打卡美丽乡吸引众多网友打卡美丽乡
村村。。一档慢综艺为乡村振兴融入了一档慢综艺为乡村振兴融入了
新力量新力量，，也为文旅行业带来清新的也为文旅行业带来清新的
风风；；有田园牧歌诗意栖居有田园牧歌诗意栖居，，也有新时也有新时
代热土上的奋斗群像代热土上的奋斗群像———这幅绿水—这幅绿水
青山图美不胜收青山图美不胜收。。

（（据据《《文汇报文汇报》）》）

美景、文化与精神的多重滋养中 引领更多人投身绿水青山

近日，土库曼斯坦“中国文化年”开幕式暨文艺晚会在
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穆卡莫夫宫国家文化中心举办。
开幕式由文化和旅游部、土库曼斯坦文化部、中国驻土库
曼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在开幕式文艺晚会上，陕西艺术家通过舞蹈、声乐、民
乐、秦腔等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形式，献上了一场精彩纷
呈的中华文化盛宴。其中，舞蹈《簪花仕女舞》通过曼妙的
舞蹈韵律及舞姿，生动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民乐
重奏《敦煌新语》《秦川情》通过秦腔、碗碗腔等陕西传统艺
术形式，展现了西北人民的热情、豪放；歌曲《此时此刻》融
合西洋歌剧和中国秦腔，表达了对中土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和民心相通的美好期盼……一个个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

中土互办文化年期间，两国艺术家还将相互交流，共
同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进一步增强两国文化交流与互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土共办“中国文化年”

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
中心指导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于 11月
13日晚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

据介绍，该剧讲述了以肖立明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扎根
基层，心系民生，为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麻烦事，主动
延伸服务阵地，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故事中有传统的矛盾纠纷，面临来自各方势力
掣肘与各种利益诱惑，他们不回避困难，努力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贴近群众、服务民生，及时妥善化解矛盾。在
剧中，他们的职业困境与个人情感恩怨也得以化解，在磨
砺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故事主题立意深刻，题材独特，
人物命运曲折动人。

“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此心
安处是吾乡》以真实生活为创作原型，首次将目光聚焦到
肖立明、马乐、张凤娇、杨铭安等基层综治中心干部身上，
用艺术手法向观众解析了电信诈骗、网约车纠纷、网络侵
权、校园霸凌等众多热点案例。 （据中国新闻网）

《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开播

据新华社开罗11月 14日电“中国故事”之“茶香雅
集”中国茶文化和香文化讲座日前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
办。埃及相关专家学者、高校师生、中文及中国文化爱好
者等 120多人参加活动。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兼开罗中国文化
中心主任杨荣浩在活动上致辞说，茶叶和香料是古代丝绸
之路上的两大主要商品，也是连接中阿人民、促进文化交
流的纽带与桥梁。“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2022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茶文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讲座上，主讲嘉宾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和香文化的起源、
发展、传播及当代茶席香席的美学内涵，还就现代速泡茶饮
加工工艺、点香计时文化现象等话题与观众进行了互动。现
场古琴表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国故事”之“茶香雅集”
讲座在开罗举办

电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日前上映。影片讲述南方
某古镇上，柳氏家族“冰晶糕”的第八代传人柳见三自小跟
随父亲柳庭深学习制糕手艺，希望将来接手老字号“同顺
祥”，然而柳庭深始终在最后一道工序开始前将儿子赶出
门外。柳见三与父亲隔阂渐深，离开小镇去城市打拼并结
婚生女。在得知孙女生病急需钱就医后，柳庭深日夜劳作
加大产量，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与接
管族谱时，柳见三终于得知制糕最后的秘密，但他含着泪
感念却再也无人诉说。

影片由中日两国电影人携手，潜心创作多年而成。该
片的日本导演泷田洋二郎表示，他和中国的主演张国立、
韩庚等围绕影片的场景、台词等做了很多沟通讨论，演员
们在现场进行精彩表演，令人难忘。张国立说，他和泷田
洋二郎都出生于 1955年，彼此互相欣赏，建立了“发小”般
的友情。韩庚表示，导演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拍摄时总是很顺利。

影片故事以剧中人世代坚守、传承百年的传统糕点“冰
晶糕”为线索展开，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糕点晶莹剔透，色香味
形几近完美，凝聚着民间手艺人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一代
代制糕人的匠心。影片赞颂了中国手艺人对文化遗产和珍
贵传统的执著坚守和传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电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上映
赞颂传统手艺人的坚守和传承

日前，第十一届“大美平谷·水墨周庄”书画展在北京市
平谷区大兴庄镇开幕。据了解，本次书画展共展出200余名
书画爱好者的300余幅国画山水、传统书法作品。展览旨在
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将持续至11月30日。 新华社发

11 月 14 日，湖北新发现一处北宋
纪年墓，系该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北
宋早期纪年墓。该墓随葬器物丰富、
保存完好，尤其是出土了珍贵瓷器，其
中褐彩缠枝牡丹纹梅瓶保存完好，引
人瞩目。

今年 3月，湖北省黄梅县濯港镇村
民在康家垄一带进行公路施工过程中意
外发现一座墓葬。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
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黄梅县博

物馆于同年 5月开始对黄梅康家垄墓地
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

墓地位于黄梅县濯港镇程光村三
组康家垄，坐落在一处南北走向的岗地
上，南距黄黄高铁线路约 100米，西距合
九铁路约 80米。该墓出土随葬品较多，
其中仅瓷器就出土 32件，是湖北地区北
宋墓中单个墓葬出土瓷器最多的一次。

据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凡国栋介绍，
出土随葬品包括梅瓶、瓷碟、瓷碗、瓷盏

托、瓷杯、墓志铭、买地券等共计 40 余
件。其中，瓷器釉色和品种丰富，主要器
类有碗、盏、碟、执壶、瓶、钵等。釉色以
青白釉为主、兼有酱釉、黑釉等品种，可
能属于来自湖泗窑、景德镇窑等毗邻地
区的产品。出土的褐彩缠枝牡丹纹梅瓶
保存完好，具有北方磁州窑系的特点。

据介绍，纪年墓特指有自证材料能
够明确下葬年代的墓葬。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湖北地区发掘宋墓 300余座，其

中纪年墓仅 13座。根据该墓的墓志铭记
载，下葬年代为治平三年（公元 1066年）。

凡国栋表示，出土各类器物可为
周边区域同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依据，
是北宋早期墓葬断代的标尺。同时，
在同一墓葬随葬器物兼有南北方不同
窑口的产品，对于研究北宋早期南北
瓷器贸易交流及相关考古学文化具有
重要价值。

（据中国新闻网）

湖北新发现北宋纪年墓 出土珍贵梅瓶等瓷器

《山水间的家》第二季中嘉宾化身乐器学徒学习吉他箱体的制作。（资料
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