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现场。 本报记者 黄培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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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家商场的

5 楼，有一家名为“绿色站点”的餐厅。这

家餐厅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小型智慧农

场，提供从“农场到餐桌”的一站式餐饮

服务。

记者走进这家餐厅，只见店内整齐

摆放着一排排种植柜，种有生菜、羽衣甘

蓝、西蓝花芽等多种蔬菜，一旁的摄像头

可将实时图像传输至远程人工智能系

统，然后据此调节种植柜内的光照、温

度、湿度等，确保每一株植物都处于最适

宜的生长环境。顾客点餐后，服务员直

接从种植柜内选取已长成的蔬菜，做成

沙拉、三明治等供顾客食用。

“这是智慧农业的一个实际应用案

例，我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等确保作物

的高产高效。”餐厅创始人之一埃尔文·
古纳万说，这样的一个种植柜比标准农

场作业节约 95%的水，且不使用农药，可

将蔬菜平均生长期缩短 50%，耗电量甚

至低于一台空气炸锅，对于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

印尼作为农业大国，是全球重要的

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农业产值约占

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 14%，雇用了该国

近 1/3 的劳动力。为应对农村劳动力减

少、农业用地缩减、气候变化等诸多挑

战，近年来印尼政府多举措发展智慧农

业，不断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

用率和农业生产率，力图推动农业领域

可持续发展。

自 2013 年起，印尼政府接连出台数

字农业及转型战略，多个政府部门合作

制定了支持数字农业初创企业发展、增

加数字农业投资、引进创新技术等国家

行动计划。印尼还不断加强智慧农业

领 域 的 国 际 合 作 ，例 如 与 韩 国 建 立

2021 年—2025 年智慧农业合作关系；印

尼多所高校及行业机构与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合作开展智慧农业联合研究项目，

致力于更好地研发利用智慧农业技术。

为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智慧农业领域，印尼政府从多方

面加强教育和培训。例如，政府实施了“千禧一代智慧农业

计划”，旨在培养更多可使用先进农业管理技术的年轻农

民。该计划将优先建立和完善数字农业生态系统并提高农

村的金融包容性，为年轻群体营造更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印

尼农业部还通过青年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就业支持服务、

“青年农业企业家”成长计划等，为年轻群体从事农业提供支

持。此外，印尼还积极发展农业教育旅游，面向年轻一代推

出侧重生态、科技等体验的农业旅游计划。

在各项政策鼓励下，近年来印尼食品和农业领域的数字

初创公司数量不断增长。2020 年，印尼农业领域科技初创公

司完成 26 笔交易，筹集资金超过 1.65 亿美元。智慧农业领域

的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加并取得不少成果：通过物联网传感器

跟踪植物生长的关键参数，如温度、湿度、水分和 pH 值；利用

智能施肥系统分析土壤养分，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育，提高作

物产量及生产效率；建立可提供天气信息预警的数字平台；

在雅加达和巴厘岛等地农场推广“智慧农业”应用程序，监控

种植园状况并进行远程操控等。

印尼农业部部长阿姆兰·苏莱曼表示，发展智慧农业有

利于提升农业生产率及竞争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并改善农民

生活状况。“面对未来挑战，印尼必须发展包含智慧农业在内

的农业 4.0，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苏莱曼说。

（本报雅加达 6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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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运用，

自然科学与考古学交叉融合不断加深，科技

正 成 为 推 动 考 古 学 向 前 发 展 的 重 要 力 量 。

在埃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科研人员积极

探索三维建模、人工智能、地质雷达等技术

在考古领域的应用，助力考古研究不断取得

新进展新突破。

埃及——
三维建模技术复原孟图神庙

日 前 ，中 埃 联 合 考 古 队 结 束 了 在 卢 克

索 孟 图 神 庙 区 本 季 的 考 古 工 作 ，取 得 了 预

期成果。

孟图神庙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

克神庙的一部分。自 2018 年中埃卢克索孟

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启动以来，中国技术、

中国设备为联合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保证了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次，中

方团队对孟图神庙所在区域进行了地形图

测绘、三维建模、遗迹绘图、遗物绘图、铭文

拼接等工作，成效显著。

“根据埃及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使用全

站仪完成了遗址地形图的测绘，让遗址区内

每一座建筑、每一处遗迹都能准确落在地形

图上，为下一步研究建筑群的相互关系、空

间布局和营建顺序提供了数据支撑。”中埃

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

队贾笑冰对本报记者介绍，在精确测绘的基

础上，团队还使用近景摄影测量系统对遗址

区内的建筑遗存进行了全方位拍摄，完成了

对孟图神庙的三维建模，使这一古老建筑在

虚拟空间中得以复原。

遗址区内还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和浮

雕画面的石块，如使用传统拼接复原方法，

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耗时很长。通过近

景摄影测量系统对这些石块进行三维建模

后，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拼接复原，极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利用神庙建筑的三维模型

和石块的三维模型，可以模拟将石块复原到

原来的建筑位置上，为神庙建筑的复原、复

建研究提供了便利。”贾笑冰说。

埃及古迹众多，众多考古研究机构在此

开展工作。随着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数字

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埃及考古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不断提高。

意大利——
人工智能技术破译文物密码

不 久 前 ，“ 维 苏 威 挑 战 赛 ”主 办 方 宣

布 ，一 个 学 生 研 究 团 队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破译了一幅近 2000 年前烧焦卷轴上的

文 字 内 容 ，发 现 了 一 部 此 前 不 为 人 知 的 哲

学作品。

公 元 79 年 ，古 罗 马 城 镇 赫 库 兰 尼 姆 的

一 批 卷 轴 在 维 苏 威 火 山 爆 发 中 被 掩 埋 ，18
世纪这批卷轴重见天日，但由于高度碳化，

大部分已无法阅读。2015 年，美国肯塔基大

学教授希尔斯的科研团队利用三维计算机

断层扫描图像，在不展开卷轴的情况下读取

了其中内容。不过，由于用以书写卷轴的碳

基墨水与卷轴纸张的密度相同，无法在成像

中进行区分。

2023 年 ，希 尔 斯 等 学 者 与 一 些 企 业 共

同 发 起“维 苏 威 挑 战 赛 ”，发 动 更 多 人 参 与

破 解 卷 轴 字 符 ，成 功 者 将 获 得 高 额 奖 金 。

全球多个人工智能和计算机领域的研究者

纷纷运用新技术参与该项活动。“维苏威挑

战赛”联合创始人、美国硅谷企业家弗里德

曼表示，挑战赛至今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喜，

今 年 挑 战 赛 的 目 标 是 解 读 4 个 卷 轴 中 90%
的文本。

人工智能技术正助力发现更多文化宝

藏。意大利理工学院正在与欧洲航天局合

作 开 发“文 化 景 观 扫 描 仪 ”项 目 ，希 望 通 过

计算机自动识别地层深处的考古遗址。据

项 目 协 调 人 、意 大 利 理 工 学 院 文 化 遗 产 技

术中心主任阿里安娜·特拉维利亚介绍，该

项目可通过红外线扫描图像、水文信息等，

发 现 地 下 文 物 古 迹 的 呈 现 规 律 ，大 大 提 高

效 率 和 准 确 性 。 设 备 研 制 完 成 后 ，可 用 于

大 型 建 设 项 目 启 动 前 的 保 护 性 勘 探 ，也 可

识 别 非 法 挖 掘 古 迹 的 行 为 ，为 执 法 机 构 提

供参考信息。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意大利全

境有近 5000 处古建、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等受

保护场所，仅国立博物馆内就收藏有约 500
万件文物。

特拉维利亚表示，考古学是最早拥抱新

技术的人文学科之一，1973 年开始定期举办

的数字考古国际会议一直致力于促进考古

与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交流融合，并且这

种融合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如今几乎所有

大学的考古课程都教授相关的科学和数字

技术，它已成为考古人员培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土耳其——
地质雷达技术勘测文物遗址

在土耳其阿德亚曼省的内姆鲁特山，坐

落着神秘的卡拉库什古墓。近日，当地文旅

部门与安卡拉大学地质科学应用研究中心

展开合作，利用地质雷达技术对其进行全面

勘测，以进一步探索和保护这座千年古墓。

据专家考证，卡拉库什古墓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由科马基尼国王米特里达梯二世为

其母亲伊西亚斯修建，后逐渐发展成为科马基

尼王族女性成员公墓。目前地面留存的 4根石

柱，顶部有鹰、公牛、狮子、人像等精美石雕，柱

身刻有铭文，显示出当时精湛的建筑技艺。该

古墓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之前相关考

古研究进展比较有限。

安卡拉大学地质科学应用研究中心教

授塞勒玛·卡德奥卢介绍，研究团队在此次

勘测工作中采用地质雷达技术，通过发射并

回收无线电波，绘制地下结构的二维和三维

图 像 ，从 而 探 明 古 墓 的 具 体 位 置 和 整 体 构

造。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人员曾借助钻

探机等设备圈定古墓大致位置，但始终无法

确定具体坐标。如今借助高精度成像技术，

古墓的精确方位和构造将被揭晓。

此外，探测封土堆内部地质情况，尤其

是排查土层裂隙、评估遗迹结构稳定性等，

也是勘测团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2023 年土

耳其东南部发生大地震，卡拉库什古墓部分

地面遗存石柱倒塌破碎，文旅部门迫切希望

了解地下遗迹的安全情况，从而采取有针对

性的保护措施。当地文旅部门表示，地质雷

达的成像原理基于无线电波，可在不挖掘的

情况下勘测目标，且电波对古墓本身的损害

较 小 ，可 将 勘 测 作 业 对 遗 迹 的 损 害 降 至 最

低，这是他们选择该技术的主要原因。

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文化遗产丰富。数

据显示，其境内有将近 2700处历史遗址。为更

好地发掘和保护这些文化瑰宝，土耳其文旅部

成立“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局”负责统筹管理工

作。近年来，该部门与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中

东技术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合作，将地质雷

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卫星遥感、光谱分析

等科技手段应用于遗迹发掘与文物修复工作

中，助力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领域取得新发

现。（本报开罗、罗马、安卡拉 6月 23日电）

埃及、意大利、土耳其—

新科技助力考古新突破
本报记者 黄培昭 谢亚宏 沈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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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教育统计

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 ，2023 至 2024 学 年 ，

全美 86%的公立学校面

临教师短缺问题，特殊

教育教师、科学及外语

等学科教师短缺尤为严

重。全美教育协会此前

表 示 ，55%的 教 师 有 离

职打算，教学环境恶化、薪酬偏低和财政支持不足等是美国教

师队伍流失的主要原因。

全美教育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超过 3/4 的州面临

教师短缺问题。其中，内华达州是美国师生比例最低的州，

每 1000 名 注 册 学 生 仅 有 43.65 名 教 师 。 犹 他 州 、亚 利 桑 那

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师生比例同样较低。堪

萨斯州立大学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教师空缺职位由 2022
年的 3.6 万个增加到 2023 年的 5.5 万个。在贫困率较高和少

数族裔较多的学区，师资短缺问题更加明显。纽约巴纳德

学院教授埃里卡·基茨米勒说：“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教

师来填补这些地区的教职，教育系统会面临很大压力，这加

剧了美国教育的不平等问题。”

薪酬偏低是美国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一项对全

美近 1200 名任课教师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教师表示，他

们曾从事其他兼职以维持生活。卡拉·罗斯洛克是印第安

纳州弗洛伊德县的一名教师。成为小学教师是她一直以来

的理想，但如今她却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产生了怀疑。毕业

数年的她依然背负着数额很大的学生贷款，在日常生活中

感到经济压力很大。“学校里的许多教师要么兼任其他带薪

职务，要么从事副业。”罗斯洛克说。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西尔维娅·阿勒格瑞托说，过

去 40 多 年 来 ，美 国 教 师 工 资 几 乎 停 滞 不 涨 。 从 1979 年 到

2021 年 ，教 师 工 资 与 其 他 行 业 工 资 差 距 越 来 越 大 ，并 且 自

2010 年以来急剧扩大。1979 年，新任教师周薪比其他岗位大

学毕业生平均收入低 22.9%；到 2021 年，新任教师的收入比其

他岗位毕业生平均收入低 32.9%。

导 致 教 师 离 职 的

另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是 对

安 全 问 题 的 担 忧 。 一

项针对 1.5 万名教师的

问卷调查发现，在美国

校园，学生对教师进行

言语和身体骚扰的问题

日益突出，家长对教师

进行网络骚扰和无端报

复的现象也不在少数。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2023 年发布的《美

国教师状况》调查显示，26%的美国教师担心自己在学校的人

身安全，包括学生行为不端、发生言语争执以及出现枪击案等。

美国高校教育学专业的申请人数近年来持续减少。为弥

补教师短缺现状，美国一些州不得不招募未完全符合资质的

人员来填补教职空缺。美国布朗大学安纳伯格研究所的一项

研究显示，美国约有 27 万个教师职位目前由资质不足的人员

承担，约占美国教师总数的 9%—10%。在南卡罗来纳州，一

些学校抽调在校大学生来临时填补教师职位空缺。佛罗里

达州教育部门让数百名退伍军人申请临时教师资格证。

美国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弗雷德丽卡·威尔

逊表示：“如果我们不直面教师短缺问题，我们将失去更多

教师，美国的学校教育将受到严重影响。”

全美教育协会发布报告称—

美国超过 3/4的州面临教师短缺问题
本报记者 谢佳宁

▲果农在展示收获的榴莲。 披洛叻摄

◀游客在榴莲节体验采摘榴莲。 素 班摄

近 日 ，泰 国

南部春蓬府举办

榴 莲 节 庆 祝 活

动。春蓬府是泰

国最大的榴莲种

植 区 之 一 ，榴 莲

产量占泰国南部

榴莲总产量的一

半左右。春蓬府

府 尹 威 沙·布 西

里 拉 表 示 ，未 来

将进一步扩大榴

莲种植面积并提

升榴莲品质。

（本 报 记 者

孙广勇）

本版责编：张梦旭 刘 刚 姜 波

2024中国高等教育展在泰国举办

新华社曼谷 6月 22日电 （记者陈倩慈、王媛媛）2024中国

高等教育展 22 日在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举办，来自中国的 32
所高校参展，吸引众多泰国师生前来咨询交流。

泰国副总理兼能源部长披拉攀致辞说，此次中国高等教

育展有助于推进泰中两国教育学术交流合作，也为对赴华留

学感兴趣的泰国青年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帮助他们了解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各类奖学金信息。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致辞说，教育交流合作是中泰友

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中国高等教育展是中国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泰国组织举办的首次大规模教育展，全

面介绍展示中国数十所著名高校的招生、专业设置、培养方式

等信息，是泰国各界特别是学校和师生们深入了解中国高校

的一次难得机会，对促进中泰教育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团长张俊发言说，此行组织清华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32 所中国知名高校

来泰办展，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夯实两国高校间交流与合作，

推动两国学生学者扩大双向流动。

此次中国高等教育展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主办，曼谷吞武里大学承办。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精彩亮相伊斯坦布尔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6 月 22 日电 “无名无款，只此一

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2 日晚在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精彩落幕时，

现场观众纷纷起立喝彩，掌声经久不息。

《只此青绿》此次来到伊斯坦布尔是其全球巡演的一部分，

22日晚的演出也是该剧在土耳其的首演。这部舞蹈诗剧采用跨

越时空的结构，展现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走入北宋名画《千里江

山图》年轻创作者内心世界的故事，借助绿衣舞者们的高耸发髻

和婀娜身段，描绘出连绵奇峻的山峰，重现美好的山水画卷。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宾在首演仪式上致辞说，这部舞

蹈诗剧传递出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也蕴含着中土

文明重视传承、敬畏自然、感恩生命的共同理念。相信《只此

青绿》演出必将在中土两国人民中产生强烈的文化共鸣，成为

两国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新亮点。

土耳其跆拳道运动员穆罕默德·波拉特在演出结束后对记

者说，精彩的表演仿佛把他带回到去年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开幕式。《只此青绿》的演员们用行云流水般的舞姿，把诗

剧演绎得精彩绝伦。观看演出的女设计师苏纳·阿耶特坎告诉

记者，现场每一个舞台画面都堪称艺术作品，很有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