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文化文化2024年 7月 26日 星期五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R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闫伊乔）7
月 25 日，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京

召开。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学院、首批未来

技术学院建设高校等单位的代表以及教育

界、产业界有关专家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自 2021年未来技术学院启动建

设以来，各学院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努力成为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的蓄水池。面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部

署，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新要

求，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机遇、新挑

战，未来技术学院的建设工作需要持续深化、迭

代创新。要抢抓战略机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需要，从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供给侧”发力，

做好关键领域、关键区域、关键环节布局，强化

理念变革、大师引领、突破壁垒、国际互鉴、要素

重塑、智能赋能、协同育人，加快培养未来技术

创新领军人才，有力支撑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于 2021 年在 12 所高

校启动建设了首批未来技术学院，超常规、有

组织培养未来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支撑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首批未来技术学院分布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

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 12
所高校。3 年来，各学院与 50 余家科研院所、

100余家龙头企业加强合作，凝练形成了 30余

个未来技术方向，探索了“多学科交叉、多主

体协同、多要素重塑、多出口分流”的未来技

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产出了一批国内首创、

国际领先的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出一批有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青年英才，成为促进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一支新锐力量。

教育部召开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

“唐代的服饰特色、建筑风格

是什么样？”“金银器上的花纹如

何体现中西艺术交融？”早晨 8 点

半，怀着对历史文化的喜爱，四面

八 方 的 游 客 走 进 陕 西 历 史 博

物馆。

“博物馆太火了，幸好我提前

做足了攻略。”来自湖南长沙的游

客赵树磊说，“这是我西安之旅最

期待的一站，刚刚看到了镶金兽

首玛瑙杯，很精美。”进入暑期，展

品精美、设施完善的文博场所，吸

引了不少像赵树磊一样的游客。

据统计，陕西历史博物馆日接待

游客约 1.2 万人次。

“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当代社

会，我们收藏着 170 万余件文物，

能反映出 100 多万年的经济社会

变迁，是开展国民教育和对外交

流的重要窗口”。陕西历史博物

馆党委书记、馆长侯宁彬介绍，典

雅庄重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

的历代陶俑、精美绝伦的汉唐金

银 器 都 彰 显 出 陕 西 深 厚 的 文 化

底蕴。

1970 年，西安何家村因一批

稀世珍宝的出土而广受关注。为

了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感，陕西

历 史 博 物 馆 常 设 展 览“ 大 唐 遗

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游客预约本

馆门票后即可参观。

“窖藏主人是谁呢？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也是何家

村遗宝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讲解员王静生动的讲解，吸

引着游客专心聆听，“比如，窖藏的钱币有 466 枚，其中包括

极为罕见的非流通货币。如此系统的货币种类，让人不由

猜想窖藏主人可能是一名古钱和外币的收藏家。”

同时，何家村遗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元文化元素：有些文

物直接来自外国，有些文物则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这些文

物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对于进一

步了解唐代工艺史、科技史，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王静说。

王静已经在博物馆工作了近 10 年，她发现如今的游客

对参观有很高的期待。“游客的目的更加多样化，不再是‘到

此一游’，而是希望了解更多历史、感受传统文化。”王静说，

不 少 人 会 提 前 做 好 攻 略 ，在 参 观 时 提 出 不 少 有 意 思 的 问

题 。“ 这 就 需 要 我 们 根 据 不 同 的 对 象 ，提 供 多 样 的 优 质 服

务。比如面对小朋友，就应该注意浅显易懂，侧重讲解那些

能与课本知识相衔接的文物”。

面对游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博物馆推出了丰富多

样的文创产品。鎏金银竹节铜熏炉造型的闪存盘、葡萄花鸟

纹银香囊造型的钥匙扣、赤金走龙造型的香插……参观完展

览之后，不少游客也会来到一楼的文创产品研发中心，挑选自

己喜爱的文创产品。

“目前，博物馆文创产品已从单一的文物复仿向文化礼品

发展，从观众日常需求出发，设计出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文

创产品，让更多游客把‘博物馆’带回家，也把更多历史新知带

回家。”陕西历史博物馆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李博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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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吴月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

获悉：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高性能塑料基热电材料，

该材料质地轻软，还能利用温差发电，在可穿戴能源器件等领

域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团队、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团队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相关成果 24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发表。

“很多导电聚合物可以作为热电材料，当对这种材料施加

温度差时，材料两端会产生电动势；当在这种材料两端构建导

电回路并施加电压时，材料两端也会产生温度差。”文章通讯

作者、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狄重安介绍。

“基于这些现象，人们就可以利用轻质、柔软的塑料来实

现温差发电，研发贴附式和可穿戴的能源器件，以及可以控制

温度的服装。”狄重安说，这些功能的实现都需要研发出高性

能的聚合物热电材料。而现有聚合物的核心性能指标热电优

值一直停留在 0.5 附近，无法满足这些应用需求。

此项研究中，团队提出并构建了聚合物多周期异质结

（PMHJ）热电材料。测试结果显示，该材料在特定温度条件

下的热电优值达到 1.28，超过商品化材料在同等温区的性能

水平。同时，团队利用溶液法技术实现了 PMHJ 薄膜的大面

积制备。

业内专家认为，PMHJ 材料的优良性能使其在柔性供能

器件研发方面具有重要应用潜力。同时，PMHJ 材料的成功

研制也为塑料基热电材料性能的持续突破提供了新路径。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高性能塑料基热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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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7月 25日电 （记者宋豪新）记者近日从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玉石器作坊遗址，

这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进展。

2022 年至 2024 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与玉

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经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生产车

间”，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 3500 年至 3400 年，比三星堆祭

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

这一玉石器作坊遗址地处一块已被保护起来的空地，距

离三星堆 8 个祭祀坑以北约 1 公里处，距离 1927 年三星堆首

次被发现的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直线距离不到 100 米。

新出土的文物，包括玉石器原料、坯料、废料、残片、成品，

形成早期手工业较为完整的链条，初步判断新发现为玉石器

作坊。

据介绍，这一玉石器作坊遗址发现，将揭开三星堆出土的

大量玉石器原料来自哪里、制作工艺技术如何、生产流程和流

通方式等谜题。

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玉石器作坊遗址

核心阅读

展览《阳羡帖》真迹的宜兴市博物馆，苏东
坡买田讲学的东坡书院、亲手栽种海棠的东坡
海棠园……这个夏天，在江苏宜兴，不少游
客深度体验了东坡文化之美。今年 6月，
宜兴发布了3条“东坡游径”，串珠成链地
讲述苏东坡的宜兴故事，为文
旅 融 合 发 展 赋 能 。
日前，记者沿着其
中一条路线实地
探访，感受“东
坡游径”的文
化味道。

“ 买 田 阳

羡吾将老，从来只

为溪山好。”一首《菩萨

蛮》，道 尽 了 苏 轼 对 阳 羡

（今 江 苏 省 宜 兴 市）山 水 的

热爱。

今年 6 月，宜兴发布了 3 条

“东坡游径”，串珠成链地讲述了

东坡的宜兴故事，为文旅融合发展

赋能。

宜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

长王赛军介绍，线路一有正在展览

《阳羡帖》真迹（旅顺博物馆藏）的宜

兴市博物馆，苏东坡讲学的东坡书院、亲

手栽种海棠的东坡海棠园；线路二有集生态

和文化于一体的窑湖小镇、陶文化特色古南街、

宜兴市陶瓷博物馆；线路三有万亩竹林的深氧竹

海公园，以及善卷洞、东坡阁。

日前，记者沿着线路一，实地探访宜兴的“东坡

游径”。

第一站：宜兴市博物馆

感受文博热度

许多“粉丝”看东坡展，是为了给自己圆梦；而在宜兴市

博物馆，一场“殆是前缘——苏东坡真迹《阳羡帖》特展”，则是

为了给苏东坡“圆梦”。

为何这么说？宜兴市博物馆

馆长、特展总策划郝殿峰介绍，“据

史料记载，苏东坡多次来到宜兴，并

在 100 余篇诗文里提及宜兴的风土

人情，还两次上书朝廷乞求能在这

里养老并获批准，宜兴人也将他视

为乡贤。”

展览入口处有座“宜兴乡贤苏

东坡”雕像——他背着斗笠，拿着茶

碗，脚下放着提梁壶，怡然自得地看着

田野。历史上，苏轼最终没有能够在

宜兴归隐终老，但是人们今天以特展

的形式，帮他圆了“买田阳羡吾将老”的愿望。

特展分为 3 个单元：“吾来阳羡——苏轼与宜兴的情缘”

“买田阳羡——传世名作《阳羡帖》”“心安阳羡——苏轼的

宜兴足迹”。巧思融在展览的许多细节中。现场布置了上

千棵竹子，对应苏轼的诗句“无竹使人俗”；“吾来阳羡

……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楚颂帖》旁，特意放

了一盆橘树。来自南京的游客董女士说：“东坡与宜兴

的情缘令人感动！”

在互动区，最受欢迎的项目是“打卡盖章”。工作

人员介绍，博物馆将《阳羡帖》上的 69 个印章复刻出

来，供大家留念，“印泥 3 天添加一次，磨损的印章已

更换了一批”。

“宜兴市博物馆于 2017 年开馆，今年 5 月刚升

级为一级馆。这是我们在获评一级馆后第一次

独立策展。”郝殿峰坦言，由于经验不足，此前

他们大多采用与知名博物馆联合办展的思

路，影响力和吸引力不足。这次东

坡展，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郝殿峰打开刚发的朋友圈骄傲

地说：2024 年第二季全国热门百强

博物馆中，宜兴市博物馆登上全国

百强榜，并在县级馆中排名第八。

“目前日人流量大增，预计暑假期

间游客将超过 50 万人次。”郝殿

峰说，许多游客看完展陈，还会

沿着“东坡游径”继续游览，

“文博热”激活了县域旅游

资源。

第二站：东坡书院

发现生活之美

在茂林修竹间，喝一壶茶，看一卷书，丁蜀镇蜀山南麓的

东坡书院，凭借别具一格的意境吸引了不少游客。

历史上，东坡书院一直是文人雅士缅怀先贤、交流学术的

重要场所。清代以来，这里承担了教育功能，逐步成为当地

的学校，培养了诸多学子。1989 年，学校从中迁出。2002 年，

丁蜀镇重修东坡书院并对外开放。

走进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巨大的东坡提梁壶。走进

东侧的“东坡茶室”，宜兴陶协女陶艺家分会的正高级工艺美

术师曹竞方正在讲陶艺课。

“上陶艺课，不仅是培养兴趣爱好，也能陶冶情操。”曹竞

方请大家抬头观察房梁，“是不是有互相支撑的大梁和横梁，

还有墙面上的立柱？今天我们做的壶把手也有类似的部分。”

学着曹竞方的动作，学员们纷纷动手，从紫砂泥上切下一

块，搓成泥条，一头粗一头细，中间弯折，细的部分做立柱，粗

的部分再做出创意造型，干燥后便成为壶把手。边学边做，大

家都十分开心。

上完陶艺课，临近傍晚，书院深处传来阵阵笑声。记者循

声来到第三进院西侧的屋子，一场主题为“生活即诗歌”的“东

坡夜读”分享会正在此举行。10 多名本地市民带着

喜爱的书籍围成一圈，分享对苏轼生活美

学的心得感受。

“苏东坡是个很有生活情趣

的人，他爱诗文、会做饭、懂酿酒，还发明了子瞻帽……”

“ 他 将 日 子 过 得 有 滋 味 ，有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发 现 美 的 眼

光……”

“现在，体验式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饮茶、陶

艺、阅读，都是生活体验。”丁蜀镇副镇长陈琳英介绍，今年

以来，该镇在东坡书院组织了“东坡夜读”“陶式岁阅”以及

小学生“开笔礼”“毕业典礼”等品牌活动，以新形式传播东

坡文化，开发体验式旅游新亮点。

第三站：东坡海棠园

沉浸研学之旅

“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位才子，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900
多年前，他与宜兴人邵民瞻结下友谊。后携一株老家的海棠，

亲手栽种于邵氏庭院。看，就是我们屋外的这一株。有人知

道他是谁吗？”

“知道！苏东坡！”

宜兴东北角的和桥镇闸口村，有处“东坡海棠园”。记者

沿着长廊往里走，只见一面写着“海棠无恙”的石屏风右侧，一

株 900 多岁的海棠郁郁葱葱。不远处，10 多名学生在这里参

加暑期研学游。

研学游的第一课，就围绕这棵海棠树展开。和桥第二小

学语文老师谈佩华讲解了“海棠无恙”背后的故事：邵民瞻新

宅落成，苏东坡应邀前往祝贺，还带来一株海棠手植于此。之

后岁月，苏东坡几经浮沉，这棵海棠令他念念不忘。每次通

信，他都会问一句：“海棠无恙乎？”邵民瞻则答：“海棠无恙。”

问的是宜兴海棠，念的是“此邦君子”。大家听得入了神，

眼前似乎浮现出数百年前，苏轼和友人共叙情谊的画面。

“斗转星移，海棠依旧。那首写海棠花的诗千古流传。”

谈佩华起了个头，孩子们一起朗诵起来：“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讲完诗词，谈佩华带着学生开启研学游的第二课——

就地取材，用掉落的海棠叶制作树叶书签。记者看到，书签

是 透 明 花 瓶 状 ，中 间 有 夹 层 ，树 叶 放 进 去 可 变 幻 出 不 同 造

型。书签做好后，学生们还结合苏东坡诗词，给书签取了有

意思的名字。

离开东坡海棠园，记者又到东坡美术馆中上了一节书法

课，之后到吴冠中故居和黄瑞松旧居，分别上了具有特色的美

术课与科技课。研学老师都来自本镇中小学，他们深入浅出

的讲解令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挖掘和开发东坡文化，让我们吃上旅游饭、打响知名

度。”研学游线路策划者、和桥镇宣传委员周小虎说，以前，和

桥镇不是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并不高，“今年以来，从开发一棵

树，到串成一条线，再到带动一大片，和桥镇将东坡

文化与本地书画文化等有机结合，开设以

文化为底色的研学游活动，文旅已成

为和桥镇发展的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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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参 加 研 学 游 的 学 生 们参 加 研 学 游 的 学 生 们 ，，在 东 坡 手 植 海 棠 树 前 参 观在 东 坡 手 植 海 棠 树 前 参 观（（资资

料图片料图片）。）。 曹曹 俊俊摄摄

图图②②：：东坡书院外景东坡书院外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丁蜀镇政府丁蜀镇政府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正在宜兴市博物馆展出的正在宜兴市博物馆展出的《《阳羡帖阳羡帖》》。。 郝殿峰郝殿峰摄摄

图图④④：：东坡海棠园内景东坡海棠园内景。。 赵振伟赵振伟摄摄

图图⑤⑤：：游客在宜兴市博物馆参观游客在宜兴市博物馆参观。。 丁焕新丁焕新摄摄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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