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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16日电 （记者贺勇）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

获悉：北京中轴线绿色空间景观提升（东城段）工程已全部完

工。该项目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南中轴御道的全线贯通，还提

升了中轴线周边的环境品质，助力中轴线申遗，也为市民提供

了一处领略古都风貌、感受中轴线魅力的好去处。

北京中轴线全长约 7.8 公里，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贯

穿北京城区的中心。去年 9 月，东城区启动了北京中轴线绿

色空间景观提升（东城段）工程。该工程项目位于天坛公园西

门周边和永定门外大街沿线，其中位于永定门地区公园北侧

67 米的御道铺设工程，是该项目的重要一环。

北京南中轴线御道景观实现贯通

本报杭州 8月 16日电 （记者江南）近日，浙江省杭州市

教育局制定印发《杭州市中小学体育家庭作业设计指引》（以

下简称《指引》），旨在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的体育共建活动模式，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杭州不

少中小学依据新出台《指引》，制定了个性化体育家庭作业

清单。

《指引》提出，按照学生每天校内、校外体育活动各 1 小时

的要求，“一校一案、一生一策”落实体育家庭作业清单，引导

学生养成运动习惯，掌握 2 至 3 项运动技能。杭州市成立以中

小学骨干体育教师、教研员为主要成员的“体育家庭作业设计

指导小组”，充分考虑各学段学生特点和运动水平。

杭州设计体育家庭作业清单“呲……呲……”刻刀在瓷板上游走，握着

刻刀的双手因长期用力，骨节处的老茧十分突

出。随着刻刀由细换粗，瓷板上的线条逐渐清

晰。此时，刻瓷人的身体早已离开椅子，整个

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握刀的双手上。

“刚才这个刀法，就叫推刀法。”辽宁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刻瓷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钟立维

直起身子，向记者介绍。

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的瓷雅轩工

作室内，陈列的刻瓷作品中既有《簪花仕女

图》《兰亭序》等古代书画名作，也有《五虎图》

《百鹤图》等中华传统文化题材。“刻瓷被称为

瓷器上的丹青，是集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

的传统艺术。”钟立维说，刻瓷制作成形要经

过选瓷、构图、雕刻、着色等步骤，涵盖錾、镌、

推、研、色等技法，雕刻一幅作品至少需要十

几道工序、几万次的凿刻。

钟立维从小看外祖父刻瓷，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8 岁开始正式接触刻瓷，刻刀一握就

是 60 年。2011 年创作《富春山居图》时，钟立

维将 13 块瓷板拼成长 10.08 米、宽 0.4 米的长

卷，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不离案桌。经过 1 年

多，钟立维用刻瓷技艺将原作中的书法、绘

画、印章等一一还原。

传统刻瓷多在瓷器上雕刻，颜色也多为

红、黑等单色调。为了扩展作品题材，钟立维

将刻瓷发展到瓷板上，在传统的錾刀法基础

上创新了镌刀法和推刀法，又在工序上增加

了研磨着色，赋予这项传统手工技艺新生机。

由于市面上没有适用于镌刀法和推刀

法的工具，钟立维的镌刀和推刀都是亲手制

作打磨的。“錾刀法是通过锤子击打刀具，以

点成线，以线成面；镌刀法是像握笔一样握

住镌刀剔刻瓷面，用来展现动物皮毛和人物

毛发的细腻质感；推刀法则是用推刀推出线

条 ，使 线 条 粗 细 均 匀 、舒 展 流 畅 。”钟 立 维

介绍。

镌刀法雕刻的《五虎图》，毛发清晰可见，

栩栩如生；推刀法呈现的《兰亭序》，顿挫自

然，潇洒流丽……以瓷为纸、以刀代笔，对钟

立维来说，人物、山水、花草、百兽等，凡是能

着于笔墨之物，无不可刻于瓷器之上。

从青丝到华发，钟立维开始思考如何让

这门手艺更好地传承下去。2013 年以来，钟

立维在高校设立刻瓷专业课程，口传身教，辅

导过 80 多名本科生、6 名硕士研究生；在工作

室免费收徒，培养刻瓷传承人。

“传统技艺不仅有成熟的技术，更代表了老

一辈手艺人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钟立维说，

“人在手艺在，传承刻瓷技艺也是传承历史。”

辽宁省非遗项目刻瓷传承人钟立维——

以瓷为纸 手刻丹青
本报记者 胡婧怡

8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高场磁体运行监控中

心。液晶大屏和一排排电脑屏幕上布满了各

种图表和数据，实验过程中，不时有人指着屏

幕上的数字与身边人低声交流，看上去与平

时没什么两样。可对于这个科研骨干平均年

龄仅 35 周岁的年轻团队来说，他们获得的最

新数据具有重要意义。

当天下午，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研制的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再攀“科技

高峰”，其混合磁体（磁体口径 32 毫米）产生

了 45.22 万高斯（即 45.22 特斯拉）的稳态磁

场，刷新了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

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

场。由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认为，该成果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稳态强磁场是什么，有哪些作用，新的世

界纪录又意味着什么？

强磁场，为物质科学研
究创造极端实验条件

我们知道，通电的螺线管会产生磁场，电

流越大磁场越强。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里的

磁体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原理进行设计的。

不过随着电流增大，导体受到的电磁力急剧

增加，磁体内的热量超乎寻常地变大，所以要

通过更加精密、稳定、先进的材料和加工工

艺，形成更加强大且稳定受控的磁场。

磁场强大到什么程度？地球磁场约等于

0.5 高斯，这 0.5 高斯的强度足以撬动指南针，

让指针在地球上的任何方向准确旋转指向南

方，而此次打破世界纪录的 45.22 万高斯相当

于地球磁场的 90 多万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稳态强磁

场是物质科学研究需要的一种极端实验条

件，也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在强磁

场实验环境下，物质特性会受到调控，有利于

科学家们发现物质新现象、探索物质新规律。

近年来，强磁场在很多研究领域发挥的

重要作用愈发显现。一方面，强磁场可以诱

导新物态。强磁场能有效调控材料中的电

荷、自旋、轨道等，使之出现全新的量子态，从

而呈现出丰富的新现象。另一方面，强磁场

可以催生新的重大应用技术，比如强磁场作

用下的电磁冶金技术、化学反应合成等，特别

是目前在化学和生物医学领域广泛应用的结

构解析和非侵入性成像——核磁共振技术。

由于强磁场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健

康以及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应用，强磁场

极端条件在国际上被称为 21 世纪科学、工程

和技术的交叉联合体，也有人称它为诺贝尔

奖的“摇篮”。

重创新，根据新情况改
进研究思路和技术工艺

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十一五”期

间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的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包括 10 台磁体：5 台水冷磁体、4 台超导磁

体和 1 台混合磁体。其中，混合磁体是国际

上技术难度最高的磁体，也是能够产生最高

稳态磁场的磁体。目前国际上有五大稳态强

磁场实验室，分布于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以

及中国合肥科学岛。

早在 2016 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强磁场团队就自主研制成功中心场强 40
特斯拉（即 40 万高斯）的混合磁体。1999 年，

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的混合磁体产生了

45 特斯拉的稳态磁场，这个世界纪录保持了

近 23 年。此次的新纪录超出了 0.22 特斯拉，

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进步的背后，却要付

出无数汗水和努力。

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叶朝辉院士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人类目前

的百米世界纪录是 9 秒 58，这是不是人类的

极 限 还 无 法 确 定 ，但 在 此 基 础 上 哪 怕 缩 短

0.01 秒，都难度极大。就像稳态强磁场，达到

45 特斯拉以后，在此基础上每提升一点点，

都需要大量的工作，不仅包括材料、技术、工

艺、能源保障等方面的改进，更需要研究和设

计思路上的创新。”

在磁场不断提升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一

直根据新情况改进新技术。“比如通过液压的

方式增加线圈比特片之间的摩擦力；把中心

3 个线圈的结构和磁场贡献进行重新优化；

使用新的绝缘材料；对水冷槽的加工工艺进

行了改进；等等。”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陈思跃介绍。经过

5 年多的技术攻关，科研团队先后进行了 10
余项技术革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取得重大

技术突破。

广应用，在材料、生命
健康等多领域开展数千项
前沿研究

2017 年 9 月，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通过国家验收后投入全面运行。截至目前，

装置已经运行超过 50 万个机时，为国内外

170 多 家 单 位 提 供 了 实 验 条 件 ，在 物 理、化

学、材料、生命健康、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了

超过 3000 项课题的前沿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科技成果，比如首次发现外尔轨道导致

的三维量子霍尔效应、揭示日光照射改善学

习记忆的分子及神经环路机制等。同时，研

发装置衍生的成果和依托装置研究产生的多

项成果，如组合扫描探针显微技术、国家Ⅰ类

抗癌创新靶向药物，已实现转化。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学术主任匡光力介绍，稳态强磁场实验

条件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科学等多学科

领域都有重要价值。新纪录的诞生，表明我

国拥有了目前国际领先的稳态强磁场实验条

件，能够为科研人员探索物质世界提供有力

支撑。

世界纪录的刷新，也为强磁场科学中心

规划建设的另一个大科学装置——强光磁集

成实验设施奠定了重要基础。匡光力介绍，

该设施包括以 55 特斯拉混合磁体、36 特斯拉

超导磁体为代表的具有世界最高稳态磁场的

系列磁体装置，设施还将依托微波、可见光等

系列先进波源，建设一批强磁场下光—磁集

成测量系统，主要科学目标是解决新型电子

材料研发、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与应用、生命过

程本质探索、新药创制以及特种功能材料制

备等国家重大需求中的瓶颈问题。

“不管是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还是强光

磁集成实验设施，都是致力于解决国家重大

需求的国之重器。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我们充满信心，更想尽一份力，希望更

多用户可以依托装置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匡光力说。

上图：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混合磁体。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供图

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

45.22万高斯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徐 靖

日前，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现
了重大突破，产生了场强45.22
万高斯的稳态磁场，刷新了同
类型磁体保持了近 23年的世
界纪录。稳态强磁场实验条
件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科
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重要价
值。新纪录的诞生，表明我国
拥有了目前国际领先的稳态
强磁场实验条件，能够为科研
人员探索物质世界提供有力
支撑。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R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着

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着一个时代的

风气。舞剧创作者，作为广大文艺工

作者中的一员，深谙自己担负着的历

史使命和责任，致力于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对舞剧创作来说，打造“高峰”作

品，恰逢其时。舞剧创作者努力呈现

优秀作品回馈观众，而观众的支持又

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进一步激发出

创作者的创作热情，让整体创作环境

形成良性循环。对舞剧创作者来说，

如何抓住大好时机，推出更优秀的作

品，是当下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 第 三 次 中 央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润疆”。

由北京演艺集团制作的舞剧《五星出

东方》正是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实践。该舞剧讲述了汉朝戍

边将领奉和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相识结缘

的故事，而奉贴身佩戴的织锦护臂更是见证了中原与西域人

民的深情厚谊。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论讲述什么时代

的故事，都是为当下的观众、当下的时代而创作的。因此，如

何吸引今天的观众走进剧场，看得进去、看得懂，是创作的关

键。尽管《五星出东方》讲述的是千年前的故事，但舞剧创作

不是考古和文献的再现，而是要赋予文物新的表达形式，并通

过现代舞蹈语言呈现出来，使舞剧贴近当下审美特点与价值

观念。

《五星出东方》的亮点是戏剧样式上的突破。该剧在前期

用喜剧幽默的方式建立起人物关系和戏剧逻辑，整部作品的

立意是通过带强烈喜剧色彩的戏剧设定，引出各民族结成命

运共同体的大命题。舞剧中中原和西域两种地域风格舞蹈被

大量呈现、切换，既有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也有碰撞产生的

火花。即使看似剑拔弩张的氛围，也被喜剧色彩软化，让整部

作品更具可看性，让观众在其乐融融中看到和平的珍贵之处。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

新时代更应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培根铸魂上展现

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创

作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舞剧《五星出东方》总

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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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文艺工作者
在新时代更应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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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人民的优秀作品

8 月 15 日 晚 ，江 苏 苏

州观前街流光溢彩，热闹

非凡。图为市民在观前街

穿越灯光隧道。

王建康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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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16日电 （记者刘阳）16 日，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共同打造的 300 集系列微纪录片《红色

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启播仪式在京举行。中宣部副部

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共同为节目启播。

慎海雄在致辞中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持续深化“思

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生动细

节和红色故事，创新运用总台“5G+4K/8K+AI”科技创新成

果，以全新视角实现全新表达，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

李群表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

底色。国家文物局积极发挥革命文物资源优势作用，联合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出品一系列专题节目，采用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取得显著成效。《红色烙印

——革命文物的故事》以广视角、微表达、新手法阐释革命文

物、讲述党史故事，拓展了革命文物传播传承新形态。

《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

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

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

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微纪录片《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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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