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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第三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

十四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长沙落下

帷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获奖作品和演员

实至名归”等成为热议话题。作为金鹰奖的

组织者，我们也深深感受到，只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让作品说话，以实力发

声，评奖办节才能真正发挥对创作的引领导

向 作 用 ，才 能 真 正 受 到 人 民 群 众 的 信 任 和

好评。

近年来，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坚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

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抒写中国人民奋

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

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推出一大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视艺术精品。电

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跨过鸭

绿江》、电视纪录片《摆脱贫困》等佳作迭出。

同时，近两年有关部门大力开展文娱领域综

合治理，有力规范了市场秩序，坚决遏制行业

不良倾向，营造了天朗气清的行业新风。真

正有情怀有担当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一心一

意搞创作，集中精力打磨作品。多方共同发

力，形成了这两年精品迭出、佳作不断的良好局面。

这两年，电视艺术发展类型多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技术精

进。不仅电视剧艺术取得长足进步，电视文艺、纪录片、动画等类别

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不论是思想内核还是叙事方式，不论是制作技

术还是视觉呈现，都取得了质的飞跃。这些具有良好艺术品质和社

会责任担当的作品，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给文艺评奖

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本届金鹰奖秉持大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评奖

特色，继续采取由群众、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投票与专家评审三方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很好地体现了大众性、专业性、权威性。评奖

是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工作。通过评奖回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

映照当前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成效，对今后的文艺创作发挥导向作用，

是金鹰奖评奖的初衷，也是最终目的。

评选过程中，为了呼应电视艺术创作繁荣景象，在奖项总量不变

的情况下，将电视剧获奖名额由 8 部增加到 9 部。同时将“最佳男、女

演员”“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评选变更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

男、女配角”评选，并取消了有关奖项设置，从根本上淡化了资本和流

量的影响，让评奖回归初心，让真正踏实演戏、认真做人的好演员站

在聚光灯下。67岁的老“戏痴”马少骅含着热泪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自己是百姓中的演员，也是演员中的百姓。这一幕感动了许多人。

不唯流量是本次金鹰奖和金鹰电视艺术节的最大亮点。在颁奖

晚会的内容设置上，不仅进行了各奖项颁授，还通过节目串联，展现

了电视艺术工作者追求德艺双馨的良好风貌，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电视艺术贴近现实、反映时代、讴歌人民的创作成果。这就是

金鹰奖的价值导向。这届金鹰奖同样采取“奖”“节”结合的方式，除

金鹰奖颁授作为最主要活动之外，“金鹰论坛”、电视界职业道德和行

风建设座谈会、优秀论文论著推优活动等活动的举办，让金鹰节成为

电视艺术工作者的节日，成为深入人民群众的节日。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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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奖回应时代要求
和人民心声，映照当前文娱领
域综合治理成效，对今后的文
艺创作发挥导向作用，是金鹰
奖评奖的初衷，也是最终目的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无锡 11 月 22 日电 （记者何聪）21 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2 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在江

苏无锡举行。开幕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与无锡市人民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无锡市人民政府与相关企业签署产业项目协

议、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协议。

本届论坛以“新起点 ‘智’未来”为主题，致力于搭建国际交流

合作平台，为促进全球媒体创新发展、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本届论坛首次开展“世界青年

说”圆桌对话，还将举办智产业论坛、智文化论坛、智能传播成果展会

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据介绍，江苏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强化科技赋能，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超高清视频等领域，深化交流

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催化融合质变；强化产业支撑，培育一批特色鲜

明、有较强实力和影响力的骨干企业，建设一批布局合理、集聚辐射

效应强的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促进智能传播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强化文化交流，统筹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打造多维度、立体化

交流渠道和平台。

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举行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曹雪盟

深夜，万里无波，常年寂静的长江口横

沙水域，此刻聚集了众人的目光。

“桅杆！桅杆出水了！”11 月 21 日 0 时

40 分，长江口横沙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

古新的历史性突破，22 根巨型弧形梁组成

的巨大沉箱装载着古船，经过 4 个多小时水

下持续提升后，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

部月池缓缓露出水面。

古船出水，桅杆清晰可见、满布藤壶，

横隔板如鱼骨呈现、积满泥沙。时隔 150 多

年，这颗跨越历史的“时空胶囊”重见天日，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深化中华海洋

文明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提供了珍贵

实证。

发现
填补清代晚期古船空白

2015 年夏的一天，长江口横沙水域，上

海市文物保 护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翟 杨 拿 起

电 话 ，“ 可 能 有 个 大 家 伙 ，水 下 摸 到 了 大

桅杆！”

电话那头是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我一听也

很兴奋，当时我们启动水下文物调查有四

五年了。”

就在那天，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上海

市文物局组织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在长江口

崇明横沙水域开展水下考古重点调查时，

通过声呐扫测等技术发现了一艘木质古

船，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二号”。

此后，经过 7 年的水下考古调查勘探，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基本情况得以探明。这

艘木质帆船确认年代为清代同治时期（公

元 1862—1875 年），所 在 水 域 水 深 8 至 10
米 ，船 体 埋 藏 于 5.5 米 深 淤 泥 中 ，残 长 约

38.1 米、宽约 9.9 米，已探明有 31 个舱室。

从目前的勘测情况看，推测为清代上海广

为使用的沙船的可能性最大。

通过选取 4 个舱室进行小范围清理，舱

内均发现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精

美文物。另外，在船体及周围还出水了紫

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杆、

大型船材、铁锚、棕缆绳、滑轮以及建筑材

料等大量文物。特别是出水的绿釉杯底书

有“同治年制”款，为古船的断代提供了重

要的依据。

2021 年和 2022 年，上海市文物局又两

次组织水下考古专业机构对长江口二号古

船及周围进行了水下调查，清理出了前几

次调查未发现的元代瓷器和高 60 厘米完整

的豆青釉青花大瓶等大型整器，以及一批

产自江苏宜兴窑陶瓷器。

长江口二号已经出水完整或可修复的

文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甚至给上海市文

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赵荦带来了一点甜

蜜的“烦恼”，她挥手比划，“这里根本放不

下，我们到处借地方，最远的寄存到了浙江

宁波。”

打捞
采 用 首 创 的 弧 形 梁 非 接

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

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

物丰富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根据古船年

代和长宽比例推测，长江口二号古船可能

为沙船，这也是我国沿海海域水下考古首

次发现此类船型。

由于古船受水流冲刷严重，特别是随

着长江口水势流向改变，古船加速露出河

床表面，亟须采取整体打捞方式对长江口

二号古船进行保护。

与此前的南海一号古船相比，长江口

二号古船虽然时代晚，但船体更大，加之长

江口这片江海交汇水域能见度几乎为零，

整体打捞难度更高。

上海市文物局会同交通运输部上海打

捞局，集成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线、设

备制造，最终研究并形成了世界首创的“弧

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来打捞这

艘古船。

这是全新的打捞解决方案，创造性地

融合了核电弧形梁加工工艺、隧道盾构掘

进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艺，并运用液压同

步提升技术、综合监控系统等先进的高新

技术。这些技术也是首次应用于文物保护

和考古领域。

此外，为了平稳安全提升弧形梁形成

的沉箱并顺利将其护送至船坞，创造性设

计 并 建 造 出 一 艘 专 用 打 捞 工 程 船“ 奋 力

轮”。“奋力轮”两端设有同步提升装置，在

船中部开口，自带一个长 56 米、宽 20 米的

月池。穿梁完成后的弧形梁沉箱装载着古

船直接由“奋力轮”从海底提升至中部月

池，并转运、卸载至船坞。

今年 9 月 6 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

捞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到达古船所在水

域，正式开展古船整体打捞和考古保护工

作。11 月 17 日，专用工程船“奋力轮”到达

古船所在水域，整体打捞出水进入关键阶

段。 11 月 21 日，经过 77 天的海上施工奋

战，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装载着古船

的沉箱，由 22 根巨型弧形梁严丝合缝水下

现场拼装而成，沉箱长 48 米、宽 19 米、高 9
米，整体打捞上来的古船、泥沙等总重约

8800 吨。“奋力轮”用了 2000 多根钢绞线组

成两侧液压同步提升系统，将沉箱提升至

船中月池。

据悉，长江口二号古船不久后将被“奋

力轮”带入位于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开启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

保护
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展

示教育同步展开

褚晓波坦言，整体打捞出水只是序曲，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续的全面考古调查与科

技保护，“古船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如

同一幅缩微历史画卷，我相信古船的故事

刚刚开了个头。”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古又一

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它最为可贵之处在

于其完整度，船体和船用属具保存较好，船

货丰富，大量船上生活物品展现了清代晚

期商船航行与船上生活的生动画面，为研

究中国近代经济贸易史、长江黄金水道航

运史和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实物

资料。

目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已选定上海船

厂旧址作为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后的“新

家”，充分利用两个老船坞和保留的历史建

筑来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未来，

作为历史建筑的老船坞也将“变身”为沉船

考古基地和古船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这

里逐步揭开这艘清代古沉船的诸多未解

之谜。

这将是一座活态的博物馆，可同步开

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展示教育，以及考

古与非遗活态体验和国际水下文化遗产的

科学研究等。这也成为世界首个古船考古

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展

示同步实施的项目。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表示：“我们将牢

牢坚持保护第一的理念，确保古船整体迁

移安全稳妥，深入挖掘古船历史文化价值，

高标准建设古船博物馆，让文物‘开口’说

话，最大程度地发掘古船的科学、历史、艺

术、社会和文化价值。”

上 图 为 11 月 21 日 清 晨 拍 摄 的“ 奋 力

轮”“怀抱”古船的画面（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海上施工奋战77天，打捞总重约8800吨

水下考古再“发力”，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出水
本报记者 曹玲娟 王 珏

11 月 21 日，我国迄今
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
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
船，在长江口横沙水域成功
整体打捞出水。长江口二号
古船打捞是中国水下考古又
一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为
深化中华海洋文明研究和文
明交流互鉴研究提供了珍贵
实证。

核心阅读

“同学们看，先在底盘上勾勒出小兔子

的形状，再用拇指将白色陶泥慢慢揉、搓、

捏，贴合到这个轮廓里，小白兔就出现啦。

这个过程叫作堆花。”张丽在讲台上展示堆

画技艺。

在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18 名小学生正在参加乡村复兴少年

宫开展的“非遗体验手工课——均陶特色

课堂”。来自宜兴市丁蜀镇的指导老师张

丽，不仅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宜兴均陶制作

技艺的传承者，也是乡村复兴少年宫的志

愿者。

去年 5 月，江苏省宜兴市被列为全国乡

村复兴少年宫首批 50 个试点县市之一。目

前，宜兴市已建成 1 个市级、18 个镇街级、

52 个村（社区）级乡村复兴少年宫和 36 个

乡村复兴少年宫基地，全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和宜城街道 35 个社区（村）完成全覆盖。

复兴少年宫在何处选址？众多师资从

哪里来？课程怎样开发？“共建共享，是宜

兴市建设乡村复兴少年宫的最大亮点。”宜

兴市文明办未成年人科科长杨钦涵介绍，

依托宜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市级

指导中心，镇村少年宫由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校级少年宫

依托乡镇学校，由校长担任少年宫主任。

去年以来，宜兴市开展乡村复兴少年

宫“共享课堂”公益送课行动。面向社会征

集道德培育、文体科技等优质课程资源，并

通过多部门单位共建的方式，依托各自特

色，设计开发出“道德典型好人宣讲课堂”

“聆听花开的声音艺术大讲堂”等 8 个类别

200 多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共享课堂”

公益课程。

“点单—派单”的送课下乡模式，让更

多孩子可以接触到更合适、更丰富的优质

课程。据了解，与官林镇乡村复兴少年宫

开 展 的 非 遗 体 验 手 工 课—— 均 陶 特 色 课

程，就是宜兴陶瓷博物馆接到诉求后，“走

出去”送课的一次实践。

打造“一宫一特色”，建设以农业科技

科普教育为主题的“杨巷镇鹅西乡村复兴

少年宫”，以传承石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为

目标的“万石镇石海乡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共享课堂”，市公安局组织的“陶小警”

法治安全自护教育项目、市检察院推出的

“预防校园欺凌·守护花样年华”系列课程

……一年多来，宜兴市乡村复兴少年宫通

过科普宣讲、沉浸体验、游览参观、亲子互

动，最大化利用优秀师资力量、课程资源，

给乡村孩子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

以共享课堂带动优质课程推广，江苏宜兴——

乡村少年宫 一宫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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