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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月色中步入拙
政园，感受夜晚的园林
景致；走进沧浪亭，赏一
出园林版昆曲，游客仿
佛化身戏中人；去耦园
登记结婚，来一场浪漫
之旅……近年来，江苏
省苏州市通过打造夜游
品牌，推出园林研学游、
园林婚礼等方式，让古
老的苏州园林有了全新
的“打开方式”。

核心阅读

■文化市场新观察R

一条长长的红毯铺进九棵树

（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大剧场。登

上红毯的不是明星，而是历年来市

民文化节各项赛事的百强代表，舞

台为这些怀揣艺术梦想的普通市

民搭建。4 月 8 日，伴随着“2023 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城市美育日’主

题活动暨上海市群众文艺大汇演”

的举行，已走过 10 年的上海市民文

化节，首次以“城市美育日”的面貌

揭开新面纱。

明媚春光中，市民们在公园、

水岸、街区、商场、剧场等地与美邂

逅，千余场特色活动，带领人们体

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宝

山 区 顾 村 公 园 盛 放 的 樱 花 林 下 ，

“我把春天读给你听”文学沙龙在

此举行。“我本来是来赏花的，想不

到能体验到这么美的文化活动。”

市民李女士很高兴。

巴士在都市中穿梭——艺术

家和市民共同登上“何以爱长宁”

旅游大巴，沿途游览华政步道、上

生·新所等多个地标点，艺术家们

现场写生。“希望让市民见证作品

从构思到完成的创作过程，推动人

们用艺术观察生活、品味生活，进

而内化为一种艺术生活的方式。”

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展览部主任

徐洁说。

以戏剧为区域文化品牌特色

的静安区当天也启动了一辆戏剧

巴士，驶入新落成的大宁路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广场。登车报名参加

2023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中外家庭

戏剧大赛”，装扮体验戏剧人物造

型，或与一场公益演出、某位戏剧

嘉宾不期而遇，在巴士上，市民可

以来一场充满惊喜的戏剧之旅。

四月春风花草香。当天，上海

16 个区同步开展专场汇演，特色美

育 活 动 在 城 市 的 各 个 角 落 绽 放 。

黄浦区文化馆在黄浦滨江公共空

间与文化馆馆内馆外联动开展“悦

享上海·艺美黄浦”海派风情文化

体验活动。音乐剧演员们来到春

天的黄浦江边，呈现多部经典音乐

剧的精彩片段。

户 外 市 集 也 吸 引 众 多 市 民 。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的艺

术长廊上，来自奉贤区的剧场、博

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及社会企业

等 36 家单位摆起展台，文创、美食、

手工互动等各种活动给观众带来

沉浸式体验。

嘉定区在远香湖畔以一场二

十四节气中式美学系列活动，推出

33 项“社会大美育”课堂项目，囊括

300 多场活动。“我们助力打造人人

便参与、人人可体验、人人有收获

的社会大美育体系，丰富的美育资

源等待着市民朋友们去体验、去感

受。”嘉定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朱旭表示。

线上活动同样精彩。闵行区

群 众 艺 术 馆 众 艺 广 场 上 人 潮 涌

动 。“ 欢 迎 来 到 闵 行 美 育 直 播

营”……上午 9 点，闵行美育直播营

以露营形式开营，对闵行特色旅游

线路、景区、文博展览等文旅美育

资源、辖区文化建设成果、特色文

创产品进行推介。现场还设置了

多重互动体验，集购买非遗文创产

品、观看快闪表演、体验街头互动

等于一体。

上海市级文博专业场馆也纷

纷打开大门开展公教美育活动，包

括上海博物馆的社会大美育系列

讲 座 、朵 云 轩 艺 术 中 心 的 艺 术 导

览、上海京剧院的体验活动等。

当天，市民文化节三大市级赛

事——市民合唱大赛、市民舞蹈大

赛、市民收藏大赛和两大专项赛事

——市民手作大赛、“行走苏州河”

短视频大赛同步启动。

“10 年前，上海市民文化节以

‘文化服务日’开启大幕；10 年后，我

们以全新的‘城市美育日’推动市民

文化节提升内涵品质，促进迭代升

级。”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局长方世忠表示，“城市美育日”的推

出，为的是让专业文化和群众文化

相互赋能，不仅提高市民审美的素

养和能力，也为专业文化艺术机构

培养潜在的观众群，实现城市文化

美美与共。

2023年上海市民文化节举办“城市美育日”主题活动——

街道巷陌，来一场文艺春游
本报记者 曹玲娟

第 122254 次实验！

4 月 12 日 21 时，中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获重大成果，成功实现了 403 秒稳

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托卡马克装置高

约束模式运行新的世界纪录，对探索未来的聚变堆前沿物理

问题，提升核聚变能源经济性、可行性，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

有重要意义。

“一团耀眼的白光从山脉尽头升起……”在科幻小说《三

体》中，太空飞船核聚变发动机发出的光芒如同太阳。利用核

聚变等技术，人类走出地球家园，走向广袤宇宙。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之所以能发光发热，是因为内部的

核聚变反应。核聚变能源的原材料在地球上极其丰富，且排放

无污染，如果能造一个“太阳”来发电，人类有望实现能源自由。

但要造出能实用的“人造太阳”，需要上亿摄氏度的等离

子体、超过千秒的连续运行时间和 1 兆安的等离子体电流，挑

战极大。为此，全球科学家们已努力 70 多年。

形如“巨炉”，一腔“热火”胸中涌。EAST 作为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拥有类似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机制。

4 月 12 日晚，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 EAST 大科学团队多年来的聚力攻关下，EAST
成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 403 秒，刷新 2017 年

的 101 秒世界纪录，实验现场一片欢腾。

“Shot:122254。”EAST 控制大厅屏幕上的数字显示，这是

历经 12 万多次实验取得的成功。

据介绍，团队解决了长时间尺度下的等离子体位形约束、

高功率射频波加热与电流驱动、等离子体与壁相互作用、关键

分布参数的实时诊断等系列前沿物理和技术集成问题。

“这次突破的主要意义在于‘高约束模式’。”中科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说，

高约束模式下粒子的温度、密度都大幅度提升，“这为提升未

来聚变电站的发电效率，降低成本奠定了坚实物理基础。”

据悉，EAST 装置上有核心技术 200 多项、专利 2000 余项，

汇聚“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

尖端技术于一炉，共有上百万个零部件协同工作。这次成功

突破，离不开等离子体控制、加热、壁处理、先进诊断等技术提

升和内真空室改善。

近年来，EAST装置性能不断提升，装置运行区间不断扩展，

取得了多项国际托卡马克运行的重大标志性成果。EAST 装置

取得的系列重大创新成果，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运行

和我国自主建设运行聚变堆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基础。

目前，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

程设计，未来将瞄准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范堆。

（综合本报记者徐靖和新华社记者徐海涛、戴威报道）

403秒！
中国“人造太阳”刷新纪录
实现世界上最长时间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本报北京 4 月 13 日电 （刘诗瑶、占康）13 日，第三届全

国载人航天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技术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召开。目前中国空间站环控生保六大再生系统稳定运行，

空间站氧气资源 100%再生，水资源闭合度提升到 95%以上，

每年减少上行补给 6 吨，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在太空密闭环境中为航天员创

造基本的生活条件和适宜的工作环境，保障航天员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被誉为航天员的生命“保护伞”。

作为我国唯一从事载人航天器环控生保系统研制的科研

单位，55 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环控生保团队成功

研发载人航天器三代环控生保系统，圆满完成 15 艘“神舟”飞

船、5 艘“天舟”飞船、2 艘“天宫”目标飞行器、5 套“飞天”舱外

航天服以及“天和”“问天”“梦天”空间站三舱组合体环控生保

产品研制任务。空间站任务启动以来，团队相继攻克了电解

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和水处理、尿处理等

世界技术难题，环控生保系统成功由“补给式”向“再生式”根

本转换，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说：“我们在轨工作中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护环控生保产品。尤其是再生生保

产品的稳定运行，让我们在太空中可以呼吸到源源不断的新

鲜氧气，喝到充足的水。太空家园变得更宜居，也给我们顺利

完成在轨任务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和支持。”

本届大会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办，哈尔滨工业

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等承办，以“建

造生命空间，逐梦浩瀚星空”为主题，分享载人航天环控生保

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研讨环控生保技术发展规划和创新升级。

全国载人航天环控生保技术大会召开
中国空间站氧气资源实现100%再生

本报银川 4月 13日电 （记者刘峰）第二届大西北文旅高

峰会暨黄河文化和旅游发展论坛 13 日在宁夏银川举办。西

北六省区、沿黄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旅部门有关负

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加，为凝聚西北力量、讲好黄河故事、提

升黄河文旅魅力献智献力。本次活动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等单位主办。

大西北不仅是地域概念，更是历史文化概念和旅游概念。

长期以来，西北和黄河流域各省区往来密切，“大西北+黄河流

域”文旅发展前景广阔。这次高峰会的召开，是继续运营好“大

西北”文旅品牌的一个契机，也是沿黄省区擘画文旅新蓝图的

一次思想碰撞，努力使大西北旅游 IP 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和

吸引力的名片，助推大西北和黄河流域文化旅游提质赋能。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黄河文化和旅游发展论坛，业内专家

学者围绕“弘扬黄河文化、共促文旅发展”分享了心得体会。

黄河文化和旅游发展研讨会就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品牌共

建、资源共享、产品共创、活动共推等进行了讨论。

大西北文旅高峰会举办

天刚黑，江苏省苏州市枫桥景

区游客码头上就排起了长队，古老

的大运河上，“张继号”画舫游船缓

缓靠岸，游客们有序登船，接下来

的近半个小时里，他们在古运河上

泛舟，在五彩斑斓的现代灯影中，

感受“江枫渔火”之美。“氛围太好

了，坐在船上，听优雅的苏州评弹，

观两岸的璀璨灯火，很有意境。”来

自广东的游客林女士说。

夜 访 拙 政 园 感 受 园 林 景 致 ，

入 沧 浪 亭 赏 园 林 版 昆 曲 ，去 耦 园

进 行 一 场 浪 漫 之 旅 …… 如 今 ，在

苏 州 ，这 样 的 沉 浸 式 游 园 已 成 为

一 种 时 尚 。 近 年 来 ，苏 州 通 过 打

造 夜 游 品 牌 等 一 系 列 创 新 做 法 ，

让 古 老 的 苏 州 园 林 有 了 全 新 的

“打开方式”。

夜 游
古典园林更新潮

晚上 6 点 30 分，苏州古城东北

隅 的 拙 政 园 门 口 聚 集 了 不 少 游

客。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

们戴上无线耳机，跟着手持小灯笼

的导游一起，在摇曳灯火中来一场

“拙政问雅”之旅。

“夜色中，光影下的拙政园就

像梦境一般，和白天完全不一样，

每批游客只有 20 多人，在静谧的

氛围里，更能追溯古人雅致的园林

生活情趣，体味园林的苏式风味。”

游客邢先生说。

“拙政问雅”夜游项目负责人

李闻乐介绍，“拙政问雅”是拙政园

于 2020 年 11 月推出的夜游品牌，

利用多媒体技术，对园林历史文化

进 行 了 再 创 作 ，以 一 种 全 新 的 方

式，展现古典园林的文化之美。

“拙政问雅”也是近年来苏州

园林深耕夜间旅游品牌、创新旅游

产品供给的缩影。苏州市园林和

绿化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吴友松介

绍，苏州市有 108 座古典园林，过

去由于游客太多，入园旅游通常只

能“走马观花”。为了改变传统静

态观赏的单一方式，苏州各大园林

根据自身特色，推出沉浸式夜游园

林项目。

回廊曲径间，撑着油纸伞，身

着旗袍的江南女子在琵琶曲中翩

翩起舞……晚上 7 点，步入位于吴

江区同里古镇的退思园，犹如置身

于一幅意境幽远的古典画卷之中。

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薛闰介绍，2022 年，

退思园推出了“退思画境”夜游品

牌，通过虚拟现实、3D 动态效果、

增 强 现 实 等 技 术 的 运 用 ，将 现 代

元 素 与 古 典 园 林 创 新 融 合 ，让 雅

致的“园中景”变成游客们的“心

中境”。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曹光树表示，在现代

技术助力下，一系列沉浸式夜游园

林项目的推出，以具有创新性、互

动性、体验感的手段活态展示园林

之 美 ，增 强 了 园 林 艺 术 的 时 代 活

力。“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

游览体验产品，能够促进园林经典

艺 术 在 当 代 语 境 下 的 多 样 化 表

达。精彩的园林夜游活动扮靓古

城，不仅拉近了市民游客与苏州园

林间的距离，也让古老的苏州园林

更新潮。”曹光树说。

融 合
立体展示园林之美

夜 幕 降 临 ，沧 浪 亭 里 曲 声 悠

扬，水袖飞舞，园林版昆曲《浮生六

记》正在上演。观众们跟着演员步

入园林深处，也仿佛走进了历史场

景之中。假山叠石、曲折长廊化身

为幕布，亭台水榭、石径小桥化身

为戏台，通过实景演绎，给游客带

来奇妙体验。

2018 年以来，园林版昆曲《浮

生 六 记》在 沧 浪 亭 进 行 了 200 多

场 演 出 。 尽 管 票 价 不 低 ，却 场 场

爆满。

“一 边 游 园 ，一 边 听 昆 曲 ，还

能 品 尝 苏 式 糕 点 ，整 场 演 出 戏 随

景易，人随戏走，我们也仿佛融入

戏中。”来自江苏南京的游客李女

士 说 ，她 已 经 看 了 3 次

园 林 版 昆

曲《浮生六记》，依然意犹未尽。

古老的园林与雅致的昆曲唯

美碰撞，激发出了独特的火花。随

着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的推出，

沧 浪 亭 的 人 气 也 急 剧 攀 升 ，据 统

计，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推出的

第二年，沧浪亭白天入园游客人数

就上升了 70%。

苏 州 园 林 艺 术 底 蕴 深 厚 、内

涵 丰 富 ，这 给 如 何 向 当 代 人 展 示

园林艺术并为人们所接受提出了

更 高 要 求 。 江 苏 省 委 常 委 、苏 州

市 委 书 记 曹 路 宝 表 示 ，要 充 分 用

好 苏 州 园 林 这 一 重 要 载 体 ，全 面

传 承 、展 示 和 推 广 好 当 地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不 断 扩 大 当 地 文 化

影响力。

近年来，苏州各大园林景区不

断创新思路，给古典园林植入丰富

的传统文化基因，通过文旅融合，

加强对园林高雅文化艺术的解读

与传播，立体展示园林之美，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

入夜后，柔美的灯光、斑驳的

树影，将网师园渲染出清幽雅致的

文化韵味。在这里，昆曲、评弹、古

琴、江南丝竹等 8 个极具苏州特色

的曲艺表演轮番出场，游客在导赏

人员的带领下，移步易景，体验着

园林夜色之美。“在月色下穿梭在

亭台楼阁之间，听曲观舞，既是曲

中赏园，又是园中赏曲。”游客陈先

生说。

通过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文

化基因正在融入苏州园林，园林也

成为百花齐放的文化大舞台。如

今，在苏州，进入园林品茗、赏曲、

观雅集正逐步成为人们生活

的 新 时 尚 ，

园林也成为很多市民游客沉浸式

体验“苏式生活”的首选地。

开 放
园林“走进”千家万户

走进位于苏州老城区仓街小

新桥巷的耦园，处处都能感受到浪

漫的氛围：以粉色为基调的浪漫市

集售卖各种精致礼品；红梅树上挂

着小巧可爱的心形挂件；在园林里

扫一扫二维码，还能现场购买象征

着爱情的耦园红绳……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耦园，因

昔日园主沈秉成夫妇的爱情故事

被称作“爱情之园”。耦园管理处

主任李海克介绍，2022 年 8 月，民

政部门在耦园设立了婚姻登记服

务中心，耦园也成为唯一一个可以

领结婚证的苏州园林。

在 耦 园 婚 姻 登 记 处 门 口 ，90
后新人武季和赵莹正在拍照留念，

他们刚刚完成了婚姻登记。领完

证后，他们又在耦园的亭台楼阁间

拍下了一组组纪念照。“耦园的寓

意好，佳偶天成，能在园林里登记

结婚，非常有纪念意义。”赵莹脸上

洋溢着幸福。

为了拉近园林与市民游客的

距离，近年来，苏州各大园林推出

了园林研学游、园林进课堂、园林

汉服秀、园林婚礼、园林会奖、园林

文创等一批“园林+”产品，让园林

与人们深度互动。

“要让苏州园林真正融入市民

游客的日常生活中，还得让苏州园

林走出深墙大院，走向大街小巷。”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遗产监

管处处长钱宇澄说。

走在干将路、乐桥牌坊等苏州

古城的主干道和繁华地段，随处可

见千姿百态的苏派盆景，方寸之间

尽显花木之美，吸引往来市民游客

驻足欣赏。

钱 宇 澄 说 ，为 了 把“ 城 中 园 ”

和“园中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苏 州 还 因 地 制 宜 推 行“ 园 林 外

移”，像造园一样精雕细琢城

市景观风貌。

傍晚时分，位于干将东

路的相门小游园里逐渐热闹

起来。过去，这里曾是路边绿

化带，2022 年，姑苏区投入 386 万

元，建起了一座开放式的“现代苏

州园林”。步入其中，亭台楼阁和

景观树木错落有致，白墙青瓦、花

窗曲径处处展现着苏式园林的典

雅精致。“不出家门就可以看到园

林景观，就好像住在园林中一样。”

家住相门新村小区的戴女士说。

城区即景区，旅游即生活。如

今，整座苏州古城就像是一座大园

林，漫步城中，绿树花卉、小桥流

水，“出门就是景，转角遇见美”成

为越来越多市民游客的共同感受。

图片自上至下为：

昆曲《游园惊梦》在夜色下的

退思园上演。

吴同宣摄

以“乘游船观夜景”为主题的

枫桥夜游活动。

毛秀国摄

游客在苏州同里古镇三桥景

区乘坐手摇船感受水乡风情。

赵晨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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